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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采用循证医学
S;@D

分析的方法以探讨健康教育路径对肺癌住院患者的有效性!为临床治疗

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

通过检索国内外等几个重要的全文数据库!搜索健康教育路径应用于肺癌住院患者的相关

文献!采用
S;@D4GDF

B

>@"2$"

软件进行
S;@D

分析$结果
!

初检出相关文献
$./

篇!纳入
$5

篇临床对照研究!包括

$!"5

例肺癌患者!其中健康教育路径组
7$6

例!对照组
7$7

例$健康教育路径组患者平均住院时间和并发症发生

率明显低于对照组!且患者满意度及对肺癌知识掌握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2#/

#$结论
!

健康教育路径能明显缩短平均住院时间!降低并发症发生率!提高患者满意度及对疾病的掌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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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肺癌的发病率和病死率逐年上升#位居恶性肿瘤

之首)

$

*

+目前肺癌的主要治疗方法包括手术,放疗,化疗等)

.

*

+

肺癌的发生机制尚不完全清楚#但研究发现肺癌预后与诸多因

素相关#包括患者的情绪,饮食,生活习惯等)

"

*

+健康教育路径

作为一种有计划,连续性且低成本的医疗护理模式#已逐渐应

用于临床+现运用循证医学
S;@D

分析的方法#探讨健康教育

路径应用于肺癌住院患者的有效性#为临床治疗提供科学依

据#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2$

!

一般资料
!

采用计算机检索
%=KS;3

,

,'E:&DG;-AK&D&

B

,

+EA;GE;

等外文数据库$

.##/

&

.#$8

年%及中国期刊全文数据

库$

,0fM

%,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维普#

UM%

%和万方数字化期

刊全文数据库等中文数据库$

.##/

&

.#$8

年%+英文检索词包

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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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检索词包括.肺癌(

健康教育路径或护理路径或临床护理路径/+

$2/

!

纳入文献标准
!

$

$

%所有入组对象均确诊为肺癌+$

.

%文

献类型为健康教育路径应用于肺癌住院患者的随机对照实验

$

*E9

%文献+$

"

%实验组与对照组分别采用健康教育路径法和

传统教育法#

.

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

%

#2#/

%#具有可比性+$

8

%研究结果指标包括住

院时间,住院费用,患者满意度,对疾病知识掌握程度等+

$2'

!

排除文献标准
!

$

$

%未进行住院治疗的肺癌患者+$

.

%非

随机对照实验+$

"

%综述类文献+$

8

%未获得全文#信息提供不

足+$

/

%重复收录的文献+

$21

!

质量控制
!

根据文献纳入标准进行有针对性地收集有关

资料#剔除重复报道,质量较差,报道信息太少的文献+由
.

位

评价员独立进行文献提取及文献质量的系统评价#通过讨论解

决意见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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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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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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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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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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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处理#首先研究结果间的一致性检验#如各研究结果间无统

计学异质性#则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
S;@D

分析#否则用随

机效应模型进行
S;@D

分析+效应量大小以加权均数差值

$

bSR

%表示#

!

$

#2#/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2$

!

纳入研究的一般情况
!

初检出
$./

篇文献#最终纳入
$5

篇文献)

8($7

*

#共计
$!"5

例患者#其中健康教育路径组
7$6

例#

对照组
7$7

例+见表
$

+

表
$

!

纳入研究的基本情况

第一作者 时间 健康教育路径组$

*

% 对照组$

*

% 检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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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住院时间(

.

术后并发症(

/

健康教育知识掌握情况(

0

患者

满意度+

/2/

!

.

组患者住院时间结果比较
!

$.

项研究报道#健康教育

路径组患者的住院时间均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bSRW^$2"8

#

7/O"N

$

^$26#

#

^#277

%#

!

$

#2#/

*+见

图
$

+

/2'

!

.

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结果比较
!

5

项研究表明#健康教

育路径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bSRW^#2$6

#

7/O"N

$

^#2.$

#

^#2$$

%#

!

$

#2#/

*+见

图
.

+

/21

!

.

组患者健康教育知识掌握度结果比较
!

$.

项研究显

示#

.

组患者的健康教育知识掌握情况#由于
8

项研究结果指

标检测方式不同或结果无法检测#不能进行合并分析#故只对

其余
!

项进行处理#健康教育路径组患者的健康知识掌握情况

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SRW#2".

#

7/O"N

$

#2$5

#

#287

%#

!

$

#2#/

*+见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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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患者满意度结果比较
!

$/

项研究报道#健康教育路

径组患者的住院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bSRW#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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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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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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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偏倚分析
!

本研究采用漏斗图法检测发表偏倚#对

健康教育路径应用于肺癌住院患者的纳入文献进行.倒漏斗/

图示分析+本组结果显示#漏斗图对称性较好#提示存在的发

表偏倚较小+见图
/

+

图
$

!

.

组患者住院时间结果比较

图
.

!

.

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结果比较

图
"

!

.

组患者健康教育知识掌握度结果比较

图
8

!

.

组患者住院满意度结果比较

-

5./$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5

月第
$.

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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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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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发表偏倚漏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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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路径$

,%

%是
.#

世纪
7#

年代提出的一种工作计划或

工作模式#是指由医护人员针对患者和家属的需要制定的最合

适的,全程的和有时间性的健康服务计划#目的是促进患者康

复#减少资源损耗#提高医疗服务质量#降低医疗成本#其特点

是以时间为测量单位#医疗护理规范化,标准化#流程具体

化)

.#

*

+临床护理路径$

,0%

%是基于循证的方法#由护理人员

结合疾病特点和患者病情制定出的一种护理人员同意并认可

的,针对某种疾病或手术的标准护理模式+健康教育是有组

织,有计划,有评价的系统教育活动#以传播,干预,教育为手

段#以建立健康行为为目标#以促进健康为目的所进行的系列

活动+传统的健康教育没有标准的流程#通常健康教育者根据

自己掌握的知识和想法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由于缺乏科学性

和系统性#健康教育工作往往流于形式化+

.$

世纪开始研究

者借鉴国外经验#将
,%

应用于健康教育#将同一种病种患者

从入院到出院的健康教育制定出路线图或表格#使健康教育程

序化,具体化,目标化#这种方式称为健康教育路径)

.$

*

+

本研究将肺癌住院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患者住院期间是

否应用健康教育路径进行对比分析+有相关研究发现#肺癌患

者对健康知识相关需求较其他肿瘤患者更明显)

..

*

+给予患者

系统的,全面的,科学的健康教育是临床护理的重要措施+本

组检索大量文献发现#肺癌住院患者健康教育路径主要是根据

患者不同的治疗时机$入院,术前,术后,出院等%给予针对性的

健康教育#护士通过分析患者不同住院时期的需求和存在的问

题给予计划性,预见性,个体性的护理#其护理效果显示较理

想#值得临床借鉴+

本研究
S;@D

分析结果表明#健康教育路径应用于肺癌患

者#可以缩短住院时间#增强对疾病的认知度#降低并发症发生

率#提高患者的满意度+健康教育路径的实施#提高了临床护

理的效率#根据患者具体情况合理选择护理方案+健康教育路

径改变了传统的护患关系模式#由被动依赖型转变为主动合作

型#改善了护患关系#提高了护理质量#提高了患者的自我管理

能力#提高了遵医行为和治疗效果+健康教育路径是有计划,

有时间,有步骤的系统教育#其步骤明确#分工合理#教育行为

规范#有效保证护理质量+

综上所述#健康教育路径在肺癌住院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明

显优于传统健康教育+由于本研究纳入文献质量不高#结果指

标的数据类型不统一#有些指标无法合并#用于
S;@D

分析的

研究数目不够充分#可能对本研究结果的可靠性产生影响+本

研究结论尚需大样本量,高质量的临床研究进行证实#进一步

验证
,%

在肺癌住院患者中的应用效果#以求不断完善肺癌患

者健康教育路径的模式+

参考文献

)

$

* 孔旭#殷远梅#李平东#等
2

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在肺癌患

者中的应用)

T

*

2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

.#$"

#

$7

$

"

%!

$"!"(

$"!/2

)

.

* 吴莉莉#陈福春
2

临床护理路径对肺癌术后患者护理效果

的影响)

T

*

2

中国基层医药#

.#$$

#

$!

$

$$

%!

$/58($/552

)

"

*

)=&LAENS

#

f;>@;Gf+29:;AI

<

DE@'?EFAGAEDFG=&>;>

<

;(

EADFA>@>'GEFAGAEDF

<

D@:CD

B

AG@:;D

<<

FAED@A'G'?;JA3;GE;(

KD>;3

<

&DE@AE;

)

T

*

2T%&'?0=&>

#

.#$#

#

.5

$

$

%!

8.(8!2

)

8

* 石娥
2

老年肺癌全肺切除术围术期实施临床护理路径的

效果评价)

T

*

2

中国医药导报#

.#$.

#

7

$

$7

%!

.$/7(.$5#2

)

/

* 方坤#杨春#杨明
2

肺癌患者围手术期应用临床护理路径

的效果评价)

T

*

2

实用预防医学#

.#$$

#

$!

$

7

%!

$676($67!2

)

5

* 张月花#刘庆利#张玉芬#等
2

健康教育路径对肺癌患者术

后康复影响研究)

T

*

2

护理研究#

.##7

#

."

$

"

%!

6!7(67#2

)

6

* 苗兴红#赵明宏
2

健康教育路径对肺癌手术患者康复的影

响)

T

*

2

齐鲁护理杂志#

.##/

#

$$

$

8

%!

"6.("6"2

)

!

* 谢勇前#罗菊英
2

健康教育路径在肺癌手术患者中的应用

)

T

*

2

咸宁医学院学报#

.#$#

#

.8

$

.

%!

$/.($/"2

)

7

* 黄翔平
2

健康教育路径在中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的

应用)

T

*

2

全科护理#

.##7

#

6

$

6

%!

$676($67!2

)

$#

*郭健英#张红
2

健康教育路径在肿瘤放疗患者中的应用

)

T

*

2

护理科学杂志#

.#$"

#

.!

$

$7

%!

!.(!"2

)

$$

*黄春蓉#龙春燕#王晶#等
2

临床护理路径在肺癌患者围手

术期健康教育中的应用)

T

*

2

中国实用医药#

.##7

#

8

$

.8

%!

5"(582

)

$.

*唐健宏#卓巧惠#黄爱华
2

临床护理路径在肺癌患者围术

期护理中的应用及效果评价)

T

*

2

齐鲁护理杂志#

.#$#

#

$5

$

$6

%!

68(6/2

)

$"

*李楠#张国莉#郑守华
2

临床护理路径在肺癌手术患者健

康教育中的应用)

T

*

2

中国实用护理杂志#

.#$#

#

.5

$

/

%!

88(

8/2

)

$8

*张杭萍
2

临床护理路径在肺癌手术患者健康教育中的应

用)

T

*

2

齐鲁护理杂志#

.#$$

#

$6

$

.5

%!

$.#($.$2

)

$/

*张冬梅#王天霞#靳新爱
2

临床护理路径在肺癌手术患者

中的应用)

T

*

2

吉林医学#

.#$8

#

"/

$

."

%!

/.7#(/.7$2

)

$5

*齐慧#张艳
2

健康教育路径在高龄肺癌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

T

*

2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

.#$8

#

.#

$

$5

%!

$7$.($7$"2

)

$6

*曾美文#黄婷#王昭丽
2

临床护理路径在肺癌手术患者中

的应用)

T

*

2

当代护士#

.#$$

#

$.

$

.

%!

8"(882

)

$!

*王艳敏#陈丽君
2

临床护理路径在肺癌围手术期健康教育

中的应用)

T

*

2

中国误诊学杂志#

.##7

#

7

$

"/

%!

!/!!(!/!72

)

$7

*王俊荣
2

临床护理路径在肺叶切除患者中的应用)

T

*

2

护

理研究#

.##7

#

$5

$

.#

%!

67(!#2

)

.#

*

fD@>=&DP2%=FI'GD&

B

&;:DKAFA@D@A'G

!

;[;&EA>;@&DAGAG

H

#

G=@&A@A'GDFAG@;&J;G@A'GDG3

<

D@A;G@;3=ED@A'G

)

T

*

20A:'G

*AG>:'

#

.#$$

#

57

$

$#

%!

$!"5($!872

)

.$

*

Q'GGAJA;&TZ

#

SD

H

'@;D=[4-2MGG'JD@AJ;@;DE:AG

H

>@&D@;

HB

?'&

<

:D&IDE'F'

HB

AG

<

>

B

E:AD@&AE(I;G@DF:;DF@:G=&>AG

H

!

I'JAG

H

?&'IE'G@;G@@'E'GE;

<

@>

)

T

*

2T%>

B

E:'>'E0=&>

S;G@P;DF@:+;&J

#

.#$.

#

/#

$

$.

%!

..(.72

)

..

*杨娅娟#李惠萍#苏丹
2

癌症患者自我感受负担与社会支

持及生存质量的相关性研究)

T2

中国全科医学#

.#$8

#

$

$

$6

%!

78(762

$收稿日期!

.#$8($.(./

!!

修回日期!

.#$/(#.(.#

%

-

6./$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5

月第
$.

卷第
$$

期
!

-DKS;3,FAG

!

T=G;.#$/

!

U'F2$.

!

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