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泛#研究发现在护理中应用
&g!

可在提升护理服务质量的同

时获得多方面益处#如提高护理工作效率)提高患者满意度并

改善护患关系+

5

,

*护理工作质量好坏在医疗质量评价上占较

大比重#由于护理涉及的知识多且杂#专业性也较强#故要求对

护理人员不断地进行教育#帮助护理人员更新知识点及完善护

理技能*

护理程序是一个系统#评估)诊断)计划)实施)评价五个步

骤相互关联#从收集资料到正确评估#从确定诊断到制订计划#

从计划的确切实施到最终评价#都需要一定的知识和技巧#不

是通过一两次培训就能掌握#而是需要不断发现问题#不断改

进+

$,

,

*研究发现#本科室部分护士在实施
&g!

改进前不但没

有接受过系统的培训#而且专业知识参差不齐#对病情汇报的

掌握情况及所分管患者对健康教育的掌握情况也较差#特别是

夜班护士接触患者的时间较少#导致护理质量一直难以提升*

因此#基于上述问题#本科室引入
&g!

#以期提高护士汇报病情

的能力#同时在汇报过程中发现问题并制订出整改措施解决问

题#进而达到提高护理质量的目的*

病情汇报对于快速抢救及提高救治成功率有重要意义*

病情汇报的内容较多#不仅要汇报一般资料#而且还需针对具

体病情来总结病情)护理问题)护理措施及健康教育*故要求

护理人员要有充足的知识#又要对病情有总体了解#因此本研

究将病情汇报的能力作为培养重点#如安排强化训练护士的病

情汇报能力#通过建立帮扶对象来帮助年轻的护士尽快掌

握+

$$#$)

,

*结果发现在实施
&g!

改进后#不同班次及不同层次

护士的病情汇报能力均增强#具体表现在病情汇报掌握情况中

的一般资料)病情总结)护理问题)护理措施及健康教育的得分

率均高于改进前#且总分得分率亦获提高#提示
&g!

可提高护

理人员的病情汇报能力*针对患者情况由护理人员对其进行

健康教育可达到较好的护理效果#而且健康教育也是评价病情

汇报能力的重要项目*本研究发现
&g!

实施后患者对健康教

育掌握情况也有较大提高#具体表现在不同班次及不同层次护

士对应患者对健康教育掌握情况的饮食)休息和活动)药物知

识)门诊随访及注意事项的得分率均高于改进前#且总分得分

率亦获提高#进一步表明在护士病情汇报中实施
&g!

有益于

提升其护理能力#具有较好的应用价值*

综上所述#在护士病情汇报中实施
&g!

的效果较好#不仅

从总体和各项目提高了护士病情汇报能力#而且还提高了患者

对健康教育的掌握情况#可在护理工作中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

$

, 柳立蓉
+

持续质量改进在腹腔镜结直肠癌术后康复中的

应用+

P

,

+

护士进修杂志#

),$*

#

)%

$

),

&!

$5,)#$5,=+

+

)

, 张英#韩咏梅#李小萌#等
+

持续质量改进对维持性血透患

者自体动静脉内瘘并发症的影响+

P

,

+

护士进修杂志#

),$*

#

)%

$

$%

&!

$1)$#$1)*+

+

*

, 刘霞#韩雅琴#王怡华#等
+49/W

沟通模式在
&&O

护士

病情汇报中的应用+

P

,

+

护理学杂志#

),$*

#

)%

$

$1

&!

--#-.+

+

=

, 姜丽芳#陈蕾
+

定期实施集中病情汇报在精神科的应用与

效果+

P

,

+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

),$,

#

$.

$

$=

&!

$.5,#$.5$+

+

-

, 陈蕾#杨帆#胡晓艳#等
+

精神科定期实施集中病情汇报的

效果评价+

P

,

+

护理管理杂志#

),,5

#

5

$

%

&!

-%+

+

.

, 韩平平#吕永杰#赵云霞#等
+

探讨持续质量改进在消毒供

应中心质量管理中的应用价值+

P

,

+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

志#

),,5

#

$5

$

$.

&!

)$-1#)$-%+

+

1

, 李秀云#胡荣东#刘莉#等
+

持续质量改进迎评模式在首家

军队三级综合医院等级评审中的应用效果+

P

,

+

护士进修

杂志#

),$*

#

)%

$

$$

&!

5%-#5%%+

+

%

, 吴金香#沈立芳#吴丽红#等
+

持续质量改进在预防神经内

科留置尿管感染中的应用+

P

,

+

护士进修杂志#

),$*

#

)%

$

$,

&!

5=,#5=$+

+

5

, 朱粉芳
+

持续质量改进在静脉留置针规范护理中的应用

+

P

,

+

护士进修杂志#

),$)

#

)1

$

*

&!

)15#)%$+

+

$,

,徐晓晓#秦建芬#吕婷婷#等
+49/W

交流模式在外科护理

单元间交接及汇报病情中的应用+

P

,

+

护理与康复#

),$$

#

$,

$

5

&!

%,-#%,.+

+

$$

,王欣
+

持续质量改进在手术室护士用药安全管理中应用

的效果评价+

P

,

+

中国实用护理杂志#

),$$

#

)1

$

).

&!

.1#.%+

+

$)

,徐丹丹#谢多希#杨周#等
+

实施持续质量改进降低新生儿

皮肤脓疱疮感染率+

P

,

+

护士进修杂志#

),$=

#

-

$

1

&!

.,.#

.,1+

$收稿日期!

),$-#,)#).

!!

修回日期!

),$-#,=#),

&

!临床探讨!

婴幼儿慢性泪囊炎结膜囊细菌培养
6

]

值测定及药敏

结果分析

倪连红$

!李丽兰$

!陈燕青$

!陈招虹)

"解放军第一八
*

医院&

$+

眼科#

)+

检验科!福建泉州
!

*.),,,

$

!!

"摘要#

!

目的
!

对婴幼儿慢性泪囊炎菌群种类进行分析!为临床药物使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方法
!

对

$*)

例
$==

只眼患慢性泪囊炎的患儿进行眼部分泌物采集!分别作细菌培养(药敏试验及结膜囊
6

]

值测定%

结果
!

$*)

例标本中!

)=E

未找到细菌
$$

例!占
%+*T

%致病细菌种类主要为革兰阳性球菌
%$

例!占
.$+*.T

!检查

出金黄色葡萄球菌
*1

例!占
*,+-1T

%药敏试验结果显示多数细菌对左氧氟沙星(妥布霉素敏感%结膜囊
6

]

值测

定结果呈弱碱性%结论
!

对致病菌种类培养及药敏结果分析显示!金黄色葡萄球菌敏感抗生素药物首选左氧氟沙

星!对副流感嗜血杆菌等革兰阴性杆菌敏感抗生素药物首选利福平%冲洗液首选生理盐水%

"关键词#

!

婴幼儿#

!

慢性泪囊炎#

!

结膜囊#

!

细菌培养#

!

药敏结果分析

!"#

!

$%&'()(

"

*

&+,,-&$)./0(122&/%$2&$)&%2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1)#5=--

"

),$-

$

$.#)=**#,*

!!

婴幼儿慢性泪囊炎多由鼻泪管下端管腔阻塞所致#主要阻 塞物有上皮碎屑物)瓣膜*新生儿中
.T

'

$,T

有膜阻塞#一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GQX@2&BJK

!

/H

7

H(D),$-

!

Y?B+$)

!

Z?+$.



般在出生
$

个月后膜会自行破裂+

$

,

*若泪膜未破或泪道先天

性异常可致婴幼儿患慢性泪囊炎+

)

,

*婴幼儿患慢性泪囊炎占

婴幼儿眼病
-T

'

.T

#溢泪及分泌物增多#容易被误诊为结膜

炎+

*

,

*若见压迫泪囊区有黏液或脓性分泌物从泪点溢出#部分

患儿可见泪囊区隆起#即可确诊*现对本院收治的
$*)

例患慢

性泪囊炎婴幼儿结膜囊进行细菌培养及药敏结果分析#列出致

病菌种类及药物敏感结果#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5

月本院眼科

门诊确诊为慢性泪囊炎的婴幼儿
$*)

例#其中单眼发病
$),

例#双眼发病
$)

例#共
$==

只眼%男女比例
=*a%5

#年龄分布

在出生
*2

至
$-

个月#平均
.+%

个月*

$+/

!

方法

$+/+$

!

标本采集
!

为防止影响结膜囊
6

]

测定值#不建议用

生理盐水稀释分泌物*采集时将患儿平躺于治疗床#固定头

部#操作者位于治疗床头端便于操作#用手指指腹压迫泪囊#排

出泪囊内的黏液或脓性分泌物*$

$

&

6

]

测定!取无菌
6

]

试纸

条$规格
6

]

范围在
$

'

$=

&#从开口处用无菌镊子折叠成直角#

夹在下眼睑内侧
$

"

*

处结膜囊内#另一端垂挂在下睑外部#

*(

后试纸变色即取出#对照变色试纸参照模板获得
6

]

值*$

)

&

分泌物标本采集!挤出泪囊内的黏液或脓性分泌物#用一次性

拭子拭取#本拭子为江苏康健医疗用品有限公司一次性无菌

管#内带无菌棉棒#取完装入试管送检*

$+/+/

!

细菌培养
!

细菌培养基主要有血琼脂平板)巧克力平

板)中国蓝平板)淋球菌平板#为法国生物梅里埃有限公司产

品*本过程均在无菌条件下操作!将采集的分泌物标本常规接

种于培养基上#放入二氧化碳孵箱#温度为
*.

'

*1`

#并涂片

镜检*孵育
$.

'

)=E

后观察细菌生长情况#依据涂片染色镜

检菌体形态)菌落形态特征决定分纯的细菌#挑取
,+-,

'

,+.)

的麦氏浓度上使用法国生物梅里埃有限公司
Y!>30)

系统进

行鉴定及药敏试验+

)#=

,

*细菌鉴定参照2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

程3

+

-

,

*

$+/+'

!

药物敏感性试验
!

使用法国生物梅里埃有限公司

Y!>30)

系统及药敏试剂盒#按操作指南进行#孵育
$.

'

)=E

后即可测定#药敏结果判断按照
),,5

年
&"4!X$,,#4$5

标准

进行*

/

!

结
!!

果

/+$

!

细菌种类分布情况
!

$*)

例标本送检
$)$

例有菌#检出

细菌率
%)+-T

*见表
$

*

表
$

!

$)$

例泪囊炎细菌种类分布情况*

%

%

T

&+

致病菌种类 分布情况 致病菌种类 分布情况

革兰阳性球菌
%$

$

..+5=

& 革兰阴性杆菌
**

$

)1+)1

&

!

金黄色葡萄球菌
*1

$

*,+-1

&

!

副流感嗜血菌
$$

$

5+,5

&

!

肺炎链球菌
)5

$

)*+5.

&

!

流感嗜血杆菌
5

$

1+=*

&

!

表皮葡萄球菌
$-

$

$)+*5

&

!

大肠埃希菌
.

$

=+5-

&

!

无乳链球菌
*

$

)+=1

&

!

阴沟肠杆菌
.

$

=+5-

&

革兰阳性杆菌
$

$

,+%*

&

!

绿脓杆菌
$

$

,+%*

&

其他
.

$

=+5-

&

/+/

!6

]

值测定
!6

]

值测量结果呈弱碱性#临床常用生理盐

水及甲硝唑溶液冲洗#甲硝唑溶液味苦#易引起婴幼儿呕吐#影

响治疗观察#建议用生理盐水冲洗*

/+'

!

药物敏感性试验结果
!

除革兰阳性杆菌及其他细菌外#

$$=

例送检标本的药物敏感性试验结果#见表
)

*

表
)

!

细菌的药物敏感性试验结果*

%

%

T

&+

药物种类 革兰阳性球菌$

%<%$

&革兰阴性杆菌$

%<**

&

左氧氟沙星
1)

$

%%+%5

&

$5

$

-1+-1

&

氧氟沙星
-$

$

.)+51

&

)$

$

.*+.*

&

头孢曲松
1$

$

%1+.-

&

$5

$

-1+-1

&

氯霉素
=%

$

-5+).

&

*,

$

5,+5$

&

利福平
=)

$

-$+%-

&

)*

$

.5+1,

&

妥布霉素
.1

$

%)+1)

&

$.

$

=%+=%

&

青霉素
*$

$

*%+)1

&

$)

$

*.+*.

&

氨苄西林
)%

$

*=+-%

&

)1

$

%$+%$

&

'

!

讨
!!

论

婴幼儿慢性泪囊炎是眼科门诊最为常见的小儿眼病之一#

治疗原则是解除阻塞#使分泌物和泪液由泪囊直接到达鼻腔#

所以临床常规用泪道冲洗或探通为主要治疗手段#冲洗不畅或

用药不当可能造成炎性加重+

.

,

*该病的发生主要由于患儿鼻

泪管下端胚胎残膜未退化或上皮碎屑组织阻塞导管#导致患儿

泪囊中潴留细菌及泪液引发感染而引起+

1

,

*婴幼儿泪道黏膜

薄弱#探通不当易造成假道#引起感染#最重要环节是早期针对

菌群性质#正确合理用药#有效进行根治才是本文章最主要的

研究目的*

本研究婴幼儿慢性泪囊炎结膜囊细菌培养)

6

]

值测定及

药敏结果与相关文献+

%#5

,比较#菌群发生略微改变*本文检

测出婴幼儿慢性泪囊炎致病菌群主要为革兰阳性球菌#占

..+5=T

#前
*

种细菌分别是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链球菌)表

皮葡萄球菌%革兰阴性杆菌占
)1+)1T

#主要致病菌为副流感

嗜血菌)流感嗜血杆菌)大肠埃希菌及阴沟肠杆菌*药敏结果

显示#革兰阳性球菌对左氧氟沙星和妥布霉素敏感%革兰阴性

杆菌氯霉素)利福平较为敏感*目前对治疗婴幼儿慢性泪囊炎

主要采取保守治疗为主#结合泪道冲洗#必要时作泪道探通#但

对婴幼儿泪道损伤较大#风险高#易造成假道加重炎性感染*

所以明确细菌种类#针对性用药#可以很大程度减少因用药不

明确引起菌群耐药#无法根本治疗慢性泪囊炎*冲洗液建议采

用生理盐水#为方便观察泪道是否通畅可加少量利福平#观察

口舌是否染色*根据药敏结果#合理结合抗生素的使用#配合

对泪囊区的按摩#可提高治愈率*对保守无效者再进行探通并

结合泪道内注入眼膏消炎处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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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毒症患者血清甲状腺自身免疫抗体水平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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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核医学科!上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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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目的
!

探讨不同性别(年龄的甲状腺毒症患者血清甲状腺自身免疫抗体促甲状腺激素受体抗体

"

>W/9

$(甲状腺球蛋白抗体"

>U/9

$(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

>[b/9

$水平差异%方法
!

采集游离三碘甲腺原氨

酸"

V>*

$和游离甲状腺素"

V>=

$明显升高且促甲状腺激素"

>4]

$明显降低的患者血清!检测血清
>W/9

(

>U/9

和

>[b/9

水平!分析男性与女性患者及不同年龄组女性患者血清甲状腺自身免疫抗体水平差异%结果
!

%1

名男性

甲状腺毒症患者血清
>U/9

浓度与
)*-

名女性患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男性患者血清
>U/9

水

平明显低于女性%而
>W/9

和
>[b/9

水平!男性与女性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

$%女性患者中!小于
),

岁(

),

'%

*,

岁(

*,

'%

=,

岁(

=,

'%

-,

岁和大于等于
-,

岁
-

个年龄组间患者血清
>W/9

(

>U/9

和
>[b/9

水平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B

#

,+,-

$%结论
!

甲状腺毒症患者中!男性患者血清
>U/9

水平明显低于女性!而
>W/9

和
>[b/9

水平与女性患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

$#女性患者各年龄组间血清
>W/9

(

>U/9

和
>[b/9

的

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B

#

,+,-

$%

"关键词#

!

甲状腺毒症#

!

自身免疫抗体#

!

血清水平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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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状腺毒症是指血循环中甲状腺激素过多#引起以神经)

循环)消化等系统兴奋性增高和代谢亢进为主要表现的一组临

床综合征#女性发病率高于男性*甲状腺毒症分为甲状腺功能

亢进型#如
UCGF@(

病$

U:

&)毒性多结节性甲状腺肿)功能自主

性甲状腺瘤等和非甲状腺功能亢进型#如亚急性淋巴细胞性甲

状腺炎)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

/!>

&等+

$

,

*目前研究表明#引

起甲状腺毒症的多种病因与自身免疫相关#如促甲状腺激素受

体抗体$

>W/9

&是
U:

的致病性抗体#

/!>

患者血清甲状腺球

蛋白抗体$

>U/9

&和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

>[b/9

&的浓度

明显增高+

)#*

,

*然而#甲状腺毒症患者体内甲状腺自身免疫抗

体的产生和作用机制还不明确+

=

,

*

有研究表明#这些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病$

/!>:

&是遗传和

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结果#这些易感基因和环境诱因共同

激活了对甲状腺抗原的细胞和体液免疫应答#从而导致了
/!#

>:

#导致
/!>:

的环境因素包括过量的碘摄入)硒缺乏)各种

传染病)某些药物和污染物等*最新研究表明#

!

干扰素也是

导致
/!>:

的原因之一+

-

,

*不同性别和年龄段的人群体内的

免疫应答内环境是不尽相同的#所以本研究通过分析不同性别

和不同年龄段的甲状腺毒症患者血清甲状腺自身免疫抗体浓

度的差异#为寻找
/!>:

的致病因素提供线索#也为后续研究

/!>:

的易感基因打下基础*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1

'

$)

月本院收治的甲状腺毒

症患者
*))

例#其中男
%1

例$

)1T

&#女
)*-

例$

1*T

&#年龄

$-

'

1$

岁#平均$

*1+-\$*+*

&岁*

$+/

!

仪器与试剂
!

游离三碘甲腺原氨酸$

V>*

&和游离甲状腺

素$

V>=

&测定采用放射免疫分析试剂盒#购自
&J(QJ?9J?G(#

(G

'

(

#

>4]

测定采用免疫放射分析试剂盒#购自
&J(QJ?9J?G(#

(G

'

(

*

7

计数器采用安徽中科中佳
U&$-,,

仪器*人血清

>W/9

)

>U/9

和
>[b/9

的水平测定采用电化学发光试剂

盒#购自
W?ME@

#检测仪器为
W?ME@&b9/43=$$

*

$+'

!

方法
!

选取
),$*

年
1

'

$)

月本院收治的
V>*

和
V>=

明

显升高且促甲状腺激素$

>4]

&明显降低的患者血清#检测血

清
>W/9

)

>U/9

和
>[b/9

的浓度*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4[44$*+,

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及统

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1\'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6

检验%计

数资料采用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为检验水准#

B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不同性别甲状腺毒症患者血清甲状腺自身免疫抗体比

较
!

%1

例男性和
)*-

例女性甲状腺毒症患者血清甲状腺自身

免疫抗体水平比较#男性与女性患者的
>W/9

和
>[b/9

水平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

&#而
>U/9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B

%

,+,-

&*见表
$

)

)

*

表
$

!

不同性别甲状腺毒症患者血清甲状腺自身免疫抗体

!!!

水平比较%

1\'

'

O

(

8"

&

指标 男性$

%<%1

& 女性$

%<)*-

&

>W/9 $)+=,\5+), $)+)-\$,+$%

>U/9 =)1+=*\-$=+-. -)*+-5\-*5+%)

>[b/9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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