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床探讨!

自动听觉脑干反应技术在新生儿听力筛查中的临床应用

价值以及护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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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自动听觉脑干反应技术"

**Y[

#在新生儿听力筛查中的临床应用价值以及护理要点$方

法
!

选取该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听力筛查未通过的
#+#+

例新生儿!采用耳声发射技术"

G*V

#和
**Y[

对听力进行复筛!如果经过复筛仍未通过则进行听力脑干反应"

*Y[

#等诊断性检查!时间为新生儿出生后
!+D

$结

果
!

经瞬态声诱发耳声发射仪"

0VG*V

#复筛的未通过率为
+.(.O

!经
*Y[

确诊后
0VG*V

确诊率为
+$(+O

!假

阳性率为
#'(+O

$经
**Y[

复筛未通过率为
'(.O

!经
*Y[

确诊后
**Y[

确诊率为
/.(#O

!假阳性率为
#(+O

!

两者进行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Y[

在新生儿听力筛查方面具有简单易操作%高敏感性等

优点$对新生儿的听力筛查作用强于
0VG*V

!值得在临床上广泛推广$

"关键词#

!

自动听觉脑干反应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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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社会环境的改变#外加遗传因素和药物滥用的影响#

听力障碍在我国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据相关资料统计#中国每

年新生儿患听力障碍性疾患者数为
+(.

万#发病率为
.v

)

#

*

#

明显高于其他国家#新生儿听力障碍不仅给整个家庭带来经济

与精神负担#更严重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因此在新生儿

阶段早期,及时地进行听力筛查具有深远的意义)

+

*

+目前#在

我国用于新生儿听力障碍检查的常规方法有!耳声发射技术

$

G*V

%#脑干诱发电位技术$

*Y[

%等#但由于技术存在相关方

面的缺陷#检测水平仍不能达到要求#因此#自动听觉脑干反应

技术$

**Y[

%被引用进来+

**Y[

在新生儿听力筛查方面具

有简单易操作,高敏感性等优点#故本院通过对
+"#+

年
#

月至

+"#.

年
#

月应用
**Y[

进行听力筛查的
#+#+

例新生儿进行

综合分析#对其临床应用价值及护理要点进行探讨+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本院应用

**Y[

进行听力复筛的
#+#+

例$

+!+!

耳%新生儿#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个月+

$(/

!

检查方法与注意事项
!

听力复筛常规采用的仪器为瞬态

声诱发耳声发射仪$

0V*GV

%和自动脑干诱发电位听力筛查

仪+无需人为操作#仪器会自动判读测试结果是否通过+如果

仪器上显示为.

&*%%

/则表示婴儿目前听力基本正常#如果显

示.

[V]V[

/则表示需要进行
*Y[

确诊#时间均要在新生儿出

生后
!+D

+检查中的注意事项!噪音要小于
!"DY

(检查前清

洁外耳道(检查耳塞要合适(检查人员要专业+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

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计

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结
!!

果

/($

!

新生儿进行
0V*GV

和
**Y[

复筛结果
!

经过对
#+#+

例未通过听力筛查的新生儿进行
0V*GV

和
**Y[

复筛#发

现
0V*GV

通过率为
'$('O

#未通过率为
+.(.O

#

**Y[

通过

率为
-+('O

#未通过率为
'(.O

#

**Y[

的通过率明显高于

0V*GV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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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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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
*Y[

诊断性检查后
0VG*V

和
**Y[

确诊率及假阳

性率比较
!

对未通过听力复筛的新生儿经
*Y[

诊断性检查#

最后发现有重度及以上听力障碍者
#!/

耳+

0VG*V

和

**Y[

经
*Y[

诊断性检查后确诊率及假阳性率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新生儿进行
0V*GV

和
**Y[

复筛结果)

)

%

O

&*

复筛方法 耳朵总数 通过 未通过

0V*GV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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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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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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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经
*Y[

诊断性检查后
0VG*V

和
**Y[

确诊率

!!!

及假阳性率%

)

或
O

&

*Y[

诊断 耳朵总数
听力障碍

耳数总计

听力正常

耳数总计

听力障碍

确诊率

听力障碍

假阳性率

0VG*V )$! #!/ !#$ +$(+ #'(+

**Y[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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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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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在听力筛查中的应用价值
!

**Y[

是在
*Y[

的

技术上发展起来的#它可以利用专用的测试探头#对听力实行

方便,快速地测试#其用于新生儿听力筛查具有敏感度高,操作

性强等优点)

.

*

+

**Y[

对环境的要求度不高#新生儿也不需要

镇静剂的辅助#通过不足
#"F23

的测试即能快速的完成筛查#

不需要人为的操作#系统会自动显示测试结果#而且筛查结果

能够客观地反映新生儿耳蜗,听神经传导通路,脑干的功能状

态)

!

*

+

**Y[

的测试特异性强#对某些原因所致的听力异常都

具有明显的筛查作用#其在听力筛查方面的高确诊率与低假阴

性率为新生儿的早期治疗提供了机会#因此#值得在临床上进

行广泛推广)

)

*

+此外#

**Y[

在高危儿听力检测方面亦有很大

的作用+由于高危患儿的听力系统反应迟缓#即使通过初筛和

复筛#仍有可能存在听力损坏#故应加强全面监测#定期对听力

情况进行复查与随诊)

$

*

+

**Y[

具有检查方便,快速,无痛,全

面的特点#对家长来说更易于接受#没有心理上的负担#因此对

高危患儿早期诊断迟发型听力障碍方面具有价值+当然#在使

用
**Y[

进行听力测试时#也要注意一些事项+虽然
**Y[

在判别听力障碍方面比较全面#但是对某些低频和高频听力损

失敏感度不高#容易使测试结果存在假阴性#从而影响结果的

判断#耽误新生儿的后期治疗+因此#不能只从
**Y[

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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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对听力是否正常做出判断#要对新生儿进行后期的监测与

随访)

'

*

+现在
**Y[

通常与
0VG*V

联用#使听力筛查工作

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两者的联合应用不但弥补了
**Y[

容易对中耳病变造成漏诊问题#而且能弥补
0VG*V

不能反映

蜗后的听神经或中枢神经听觉通路的情况#因而可以有效避免

假阳性和假阴性的出现率#减少漏诊人数#降低听力障碍新生

儿数量#为促进疾病的早发现,早治疗奠定了基础+

'(/

!

护理要点研究讨论
!

新生儿听力障碍性疾病在临床上的

发病率为
.v

左右#由于新生儿的生理特殊性#早期的听力障

碍是不容易通过常规的检查及父母的观察而发现#潜藏性较

高+为了方便新生儿进行听力筛查#前期有针对性的优质护理

服务显得尤为重要+优质护理服务是指以为患者服务为中心#

对基础护理实施强化#对护理责任进行落实#对护理深层涵义

进行挖掘#最终目的是提高整体的护理水平+优质护理服务可

以为新生儿听力障碍者实施人性化的护理#不但可以提高新生

儿听力筛查通过率,降低假阳性,假阴性结果出现率#而且对减

轻家长的忧虑感起到很大的作用+新生儿进行听力筛查应该

在安静状态下即睡眠时进行#这样可以避免某些外源性因素对

听力测试结果的影响)

/

*

+本院通过干预性护理措施的实施#对

护理方式等进行了改革#使新型护理具有能保持新生儿在进行

听力筛查之前的安静状态,减少哭闹利于睡眠等优点#而且#对

外耳道也进行了仔细清洁#这样不但可以减少在听力检查中刺

激性声音的影响#而且会使检查结果更加准确+此外#对家长

也进行了焦虑状态进行了心理疏导#避免其对新生儿的连带影

响#减轻了产妇的焦虑感#方便听力筛查工作的顺利进行+

总之#护理是新生儿进行听力筛查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其

直接影响着听力筛查结果的准确性+护理工作者应加强自身

素质#对新生儿进行全面,综合性护理#加强人文关怀#使患儿

家属对护理工作满意+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数据分析证实了
**Y[

在新生儿

听力筛查中的重要作用及探讨了临床护理要点#对听力障碍儿

童的后续治疗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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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护理干预对妇科恶性肿瘤术后化疗患者心理倾向的影响

江燕丽!王大荣!苏梅芳"湖北省黄冈市中心医院肿瘤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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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研究护理干预对妇科恶性肿瘤术后化疗患者心理倾向的影响$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收治的妇科恶性肿瘤术后化疗患者
+#"

例为研究组!另外选取健康志愿者
#""

例为对照组!研究组

给予患者护理干预!应用焦虑自评量表"

%*%

#%抑郁自评量表"

%\%

#以及
9̀==6713

多维度健康心理控制源量表

"

PKMJ

#来评价入选者的焦虑和抑郁以及心理控制源倾向$结果
!

研究组
%\%

评分%

%*%

评分%

JKMJ

评分以及

&KMJ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研究组
IKMJ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X"("+$

#&

%\%

评分%

%*%

评分和
IKMJ

评分%

&KMJ

评分呈负相关"

;X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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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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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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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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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JKMJ

呈正相关关系"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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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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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

后研究组
%\%

评分%

%*%

评分%

JKMJ

评分以及
&KMJ

评分明显低于干预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IKMJ

评分与干预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X!(".!

!

!X"("-.

#$结论
!

妇科恶性肿瘤化疗患者会出现焦虑和抑郁等

心理倾向!护理干预能明显改善恶性肿瘤化疗患者心理倾向$

"关键词#

!

护理干预&

!

恶性肿瘤&

!

化疗&

!

心理倾向

!"#

!

$%&'()(

"

*

&+,,-&$)./0(122&/%$2&$'&%)1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

"

+"#)

#

#.,#-)',".

!!

妇科恶性肿瘤是妇女常见疾病#最常见的主要有宫颈癌,

卵巢癌和子宫内膜癌+手术是治疗恶性肿瘤的主要方法#术后

化疗是常见的辅助治疗手段+化疗在一定程度上会给患者带

来负面效应#患者会承受病程,情绪以及不良反应等影响#同时

也会产生一定的心理上的不良情绪#给治疗带来较大的影

响)

#

*

+本研究对妇科恶性肿瘤术后化疗患者实施护理干预#并

观察对患者心理倾向的影响#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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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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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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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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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至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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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本院收治的

妇科恶性肿瘤术后化疗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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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为研究组#年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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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平均$

)$(+Q"(-

%岁#化疗疗程为
+

!

#"

个#平均$

!($Q"(.

%

个#其中卵巢癌
#+.

例#子宫内膜癌
.-

例#子宫肉瘤
#/

例#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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