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兴奋#从而指导肺泡进行正常有规律的换气#使患者呼吸匀称#

从而改善呼吸系统功能/

!&/!!

0

*此外#营养支持可减少对消化

系统损伤#因为在营养支持的方案中#身体所需营养是通过易

吸收的方式获得#不需进行复杂的消化过程#且吸收后的营养

物质进入血液后#为血细胞活动提供动力#加快人体血液的新

陈代谢及血液中
WX

"

的排出#而且身体中各种营养元素均处

于正常水平#使血液内的有毒物质更加速排出#血液循环更顺

利#流向心脏的静脉血中钠钾含量适宜#且酸碱平衡#血液中含

有较多的
X

"

#血细胞进行更好的呼吸#从而改善循环系统功

能/

!"/!#

0

*最后#营养支持可以使免疫球蛋白的含量增加#淋巴

液含量增加#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功能增强#使得免疫系统的

功能也得到改善/

!)

0

*

综上所述#通过营养支持治疗
WXZM

#不但使患者得到有

效治疗#肺泡功能得到改善#且患者的消化系统)循环系统以及

免疫系统的功能都有所增强#同时降低住院时间#减少住院费

用#减轻患者的治疗痛苦以及经济负担/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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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临床护理路径在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患者的应用研究"

赵
!

烨!刘明曦!张
!

阳"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口眼手术室!哈尔滨
!

!+&&&!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临床护理路径在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

MS

$患者的临床意义%方法
!

将该院
%'

例
MS

患

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路径组!各
#(

例%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模式!路径组患者使用临床护理路径模式%比较

"

组患者的生活质量&

MS

相关知识掌握度&护理满意度&平均住院时间%结果
!

路径组患者的生活质量量表

"

WQTfXQ

$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

&$&+

$#路径组患者的
MS

知识掌握度和护理满意度大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

&$&+

$#路径组患者平均住院时间小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

&$&+

$%结论
!

实

施临床护理路径具有临床价值!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

!

临床护理路径#

!

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

!

护理满意度

!"#

!

$%&'()(

"

*

&+,,-&$)./0(122&/%$2&$3&%1/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

"

"&!+

$

!(/"%+!/&"

!!

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

MS

&是糖尿病$

MY

&患者常见并发

症之一*

MY

患者病史越久#发病率越高/

!/"

0

*该病严重影响

糖尿病患者的生活与生存质量#所以开展有效的护理方式尤为

重要/

#/)

0

*现探讨
MS

患者实施临床护理路径的临床效果#报

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接受治

疗且符合入选条件的
%'

例
MS

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路径

组#各
#(

例*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模式#路径组患者使用

临床护理路径模式*对照组患者平均年龄$

)*$'e#$(

&岁%病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Q8:Y4-W=<3

!

[4

@

74>:45"&!+

!

T1=$!"

!

\1$!(

"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卫生厅基金资助项目$

"&!"/+(%

&*



程
'

个月至
"!

年#平均病程$

!&$+e)$)

&年%路径组患者平均

年龄$

)*$+e#$#

&岁#病程
%

个月至
""

年#平均病程$

!&$!e

)$%

&年*入选标准!确诊为
"

型糖尿病者%确诊
MS

者/

+

0

*排

除标准!有严重白内障)角膜炎)眼压高等%其他原因如玻璃体

出血)视网膜脱离等影响
MS

诊断的眼部病变/

'

0

*

"

组患者的

年龄)糖尿病病程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K

%

&$&+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

!

&常规护理!对照组患者入院后的全程护理工作

由当天值班护理人员负责实施*根据常规护理方案进行护理#

住院期间对患者进行按需随机宣教相关知识*$

"

&临床护理路

径!首先建立
MS

临床护理路径小组#该小组由指导小组和实

施小组组成*指导小组负责对实施小组进行监督和指导%实施

小组担任具体护理路径实施*其次对路径小组进行培训*患

者进入临床护理路径后#填写临床路径实施表格#护理人员向

患者讲解护理内容及护理目标#每天观察治疗护理及开展护理

工作*

$$'

!

评价方法
!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形式对
"

组患者的护理

效果进行评价*填写前向患者讲解问卷的具体内容#且让患者

本人填写调查表*量表包含生活质量)对
MS

相关知识掌握程

度)对护理工作满意度以及平均住院时间等指标#并进行评价*

生活质量采用中文版低视力者生活质量量表$

WQTfXQ

&

/

%

0

#

对
MS

相关知识掌握程度)对护理工作满意度以及平均住院时

间的问卷表则使用本院自行设计的问卷表*

%'

例患者均完成

所有问卷内容的调查*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Z[[!'$&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计量

资料使用
JeB

表示#组间应用
9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

" 检验#

K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

组患者生活质量结果比较
!

路径组患者的日常生活能

力)调节能力以及远视)移动)光感
#

个项目的得分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

&$&+

&%在读和精细工作项目#路径

组患者的得分也比对照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

&$&+

&%

路径组患者
WQTfXQ

评分的总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K

$

&$&+

&*见表
!

*

表
!

!

"

组患者
WQTfXQ

评分结果比较%

JeB

+分&

组别
%

日常生活能力 在读和精细工作 调节能力 远视力)移动和光感 总分

对照组
#( !#$%!e#$## !+$%#e)$+# !!$"!e"$') "'$%!e)$+! '%$"#e#$*(

路径组
#( !+$#(e#$!)

"

!*$"+e)$&"

"

!"$+'e"$&+

"

"($*"e)$#%

"

%'$!)e)$&+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K

$

&$&+

*

/$/

!

"

组患者的
MS

相关知识掌握度和护理满意度结果比

较
!

路径组患者的
MS

知识掌握度和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

&$&+

&*见表
"

*

表
"

!

"

组患者
MS

知识掌握度和护理满意度

!!!

结果比较,

%

%

,

&-

组别
% MS

知识掌握度 护理满意度

对照组
#( "(

$

%!$&+

&

#!

$

(!$+(

&

路径组
#( #+

$

*"$!!

&

"

#%

$

*%$#%

&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K

$

&$&+

*

/$'

!

"

组患者平均住院时间结果比较
!

路径组患者平均住院

时间为$

!($%+e!$*(

&

-

#小于对照组的$

")$"+e"$&+

&

-

#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K

$

&$&+

&*

'

!

讨
!!

论

随着
MY

患病率增加#

MS

的发生率也有所提高*

MS

患

者常伴有焦虑)抑郁状态#影响生活质量和家庭生活/

(

0

*对

MS

患者开展适应的治疗和护理尤为重要*临床护理路径虽

起源于工业领域#但目前被广泛应用于临床护理工作#是为特

定诊断和治疗$手术&的患者群体制定的一种清晰明确的常规

护理模式*近来有关研究报道#临床护理路径在糖尿病胰岛素

注射健康教育中可提高患者知识知晓率和遵医率#老年慢性肾

衰竭)结肠透析患者中应用临床护理路径明显提高护理质

量/

*/!&

0

*临床护理路径有利于克服护理服务质量#提高患者满

意度/

!!

0

*

本研究结果表明#临床护理路径显著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及

患者对
MS

相关知识掌握程度和护理工作的满意度#缩短平均

住院时间$

K

$

&$&+

&*提示实施临床护理路径#有利于患者对

相关疾病知识的掌握#能够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和护理满意度#

减少住院时间#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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