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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监护室床旁胸片检查时医护认知情况及其行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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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重症监护室"

1*R

#医护人员对床旁胸片的认知情况及行床旁胸片检查时医护行为对清醒

患者的心理影响!通过规范医护行为!消除或减少对患者的负性心理影响$方法
!

设计医护人员和患者调查问卷!

了解医护人员对床旁胸片的认知现状&分析医护人员现存的不规范行为及对神志清楚患者造成的负性心理影响!同

时对医护人员进行针对性规范化培训!将培训前后的医护人员及患者分别作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比较两组医护人员

对床旁胸片检查的认知和行为及对患者的影响情况$结果
!

对照组医护人员认知缺乏而导致的不规范行为对患者

造成的负性心理影响普遍存在!观察组医护人员的认知水平明显提高!行为得到有效的规范"

! "̀9"""

#!对患者负

性心理影响明显降低"

! "̀9"""

#$结论
!

针对监护室医护人员开展关于床旁胸片检查的职业防护相关知识培训

可以有效规范医护人员行为!减少对患者的负性心理影响$

"关键词#

!

床旁胸片'

!

医护行为'

!

负性心理影响'

!

规范化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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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医学科患者多病情危重且不易搬动#往往需要借助床

旁胸片机辅助诊断#放射科工作人员因接受过专业培训#对职业

防护知识较了解#检查时对自身和受检者会采取标准防护措施#

但重症监护室$

1*R

%的医护人员这方面认知程度较低#对射线

心存恐惧而引起过度防护#出现的不规范行为对清醒患者造成

负性心理影响#甚至引发医患矛盾+作者于
-"!.

年对本院重症

医学科医护人员床旁胸片相关知识认知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及时

进行了有效的规范化培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9$

!

病房结构及平均照片人数
!

重症医学科分为
(

区和
W

区#每区床位各
!$

张#共
%"

张#双人间
!#

张#单间
=

张#三人

间
%

张#相邻病房由可视玻璃隔开#同一间病房病床间隔
-P

+

本科室月平均收住患者
!"%

例#平均每天床旁胸片照射次数

%

次+

$9/

!

研究对象
!

将本院重症医学科
=#

名医护人员和符合以

下条件的
-""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

%神志清楚#能表达自主

意愿($

-

%非受检查者($

%

%住院期间见过其他患者接受床旁胸

片检查+

$9'

!

方法

$9'9$

!

调查问卷的设计与制作
!

结合本科室行床旁胸片的实

际情况及借鉴国外同行调研情况)

!;.

*

#自行设计问卷#对患者及

医护人员对床旁胸片的认知,行床旁胸片检查时医护人员不良

行为,患者心理状态等方面进行调查+将患者对医护行为的心

理状态量化#无所谓为
"

分#担心为
!

分#恐慌为
-

分+调查者

为本科室
%

名具有本科以上学历,中级职称的护理人员#均接

受了调查表填写的培训+

$9'9/

!

试验方法
!

将规范化培训前后的医护人员及患者作为

对照组和观察组#

-"!.

年
!

月采取问卷调查的形式了解
=#

名

医护人员对床旁胸片检查的认知现状,自身行为#

-"!.

年
!

"

$

月调查
!""

例患者的心理感受(分析医护人员不规范行为#并

于
2

"

>

月请放射科专业人员对全科医护人员进行规范化培

训#内容包括!

g

射线防护技术的培训#屏蔽,时间及距离等防

护措施+

-"!.

年
#

月再次对
=#

名医护人员进行问卷调查#

#

"

!-

月对
!""

例患者进行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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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学处理
!

将收集整理的统计数据输入
Y\YY!>9"

进

行分析#计量资料以
CTA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

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9"$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结
!!

果

/9$

!

培训前行床旁胸片检查时医护人员认知及行为调查结果

分析
!

调查中发现#培训前有
>29$S

$

>$

"

=#

%的医护人员不了

解床旁胸片检查时患者及自身标准防护措施#主要集中在临床

工作
$

年以下的医护人员#所有医护人员不知道对受检者行标

准预防后辐射剂量为多少#他们在学校并没有接受过此类专业

培训+

=%9=S

$

=-

"

=#

%医护人员担心辐射暴露#其中
--

"

%"

岁

的育龄医护人员最担心影响生育#

%$

岁以上的医护人员较担

心射线致癌#所以当自己主管的患者行床旁胸片时有
>$9$S

$

>.

"

=#

%的医护人员会大声通知其他同事#有
=!9#S

$

="

"

=#

%

的同事会快速跑动离开病房+由于自身对这方面知识匮乏#换

位思考意识淡薄#全部医护人员均未对患者进行相关宣教#

##9

#S

的医护人员未告知患者即将进行的检查+

/9/

!

培训前行床旁胸片检查时患者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

调查

发现
.>S

$

.>

"

!""

%的患者并不知道床旁胸片具有放射性#没

有医护人员对他们做过相关宣教+所以当他们看见医护人员

在病房快速跑动时有
2%S

$

2%

"

!""

%的患者感到恐慌#很多患

者以为病房内发生重大事故#比如火灾#这一行为最容易引起

患者愤怒而导致医患矛盾(有
-#S

$

-#

"

!""

%的患者感到担心(

有
=S

$

=

"

!""

%的患者觉得无所谓#他们以为有患者发生病情

变化需要抢救+当病房空无一人时
-!S

$

-!

"

!""

%的患者感到

恐慌#主要来源于患者心率增快#使用呼吸机的患者人机对抗#

输液完毕等机器报警无人处理+当有人大声呼喊.照片了/时#

!#S

的患者会恐慌#

%=S

$

%=

"

!""

%的患者感到担心#

.-S

$

.-

"

!""

%的患者感到无所谓#意外的是有
!S

的患者觉得好奇!照

片有什么好看的#全都跑去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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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范化培训前后对照组与观察组医护人员对床旁胸片检

查的认知及行为情况对比
!

见表
!

+调查结果显示观察组医

护人员认知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不良行为明显低于对照组#

两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9"$

%+

表
!

!

培训前后医护人员认知水平和行为对比&

*

'

S

()

分组
知晓标准防护

$

* =̀#

%

担心辐射暴露

$

* =̀#

%

检查时对患者

进行宣教$

* =̀#

%

快速离开病房

$

* =̀#

%

大声通知同事离开

$

* =̀#

%

观察组
>-

$

>%9$

%

%"

$

%"92

%

$$

$

$29!

%

-!

$

-!9.

%

!$

$

!$9%

%

对照组
-%

$

-%9$

%

=-

$

=%9=

%

"

$

"9"

%

="

$

=!9#

%

>.

$

>$9$

%

%

-

.=9".2 #%9.$. >29.$. =#9=". >!92.$

!

$

"9"!

$

"9"!

$

"9"!

$

"9"!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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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范化培训前后患者调查的结果比较
!

见表
-

+结果显

示观察组医护人员给患者带来的负性心理影响明显低于对照

组#两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9"$

%+

表
-

!

规范化培训前后患者调查结果对比'

CTA

%分(

分组 医务人员宣教
其他患者检查时

心理状态

病房空无一人时

心理状态

观察组
"9.=T"9$" "9%#T"922 "9."T"92.

对照组
!9""T"9"" "9>#T"9#- "9=#T"92>

( U!"9!$! U%9>#- U"9-=#

!

$

"9"!

$

"9"!

$

"9"!

!!

注!医务人员是否对患者宣教$是为
"

分#否为
!

分%#其他患者检

查时心理状态$无所谓为
"

分#担心为
!

分#恐慌为
-

分%#病房空无一

人时心理状态$无所谓为
"

分#担心为
!

分#恐慌为
-

分%+

'

!

讨
!!

论

!!

重症医学科患者大多病情危重#常需要辅助设备检查协助

诊断和治疗#但不适当的搬动会加重损伤#造成病情恶化+随

着医学技术手段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床旁胸片对协助重症患者

的诊断,临床治疗,追踪复查提供了不少的帮助#一定程度上提

高了危重患者的生存率)

$

*

+然而在较长时间内连续或间断受

到超剂量的外照射#达到一定累积剂量后可引起以造血组织损

伤为主并伴有其他系统改变的全身性疾病)

2

*

+.射线对人体有

害/的观念在未接受过相关培训的普通医护人员心里根深蒂

固#

1*R

行放射性检查时大部分人会选择远离放射源#或寻找

障碍物试图遮挡+本研究发现#规范化培训前
>29$S

的医护

人员不了解床旁胸片检查时标准防护措施#其中
.-9=S

的医

护人员担心射线会致癌#

$!9"S

担心会影响生育#孕妇均担心

射线对胎儿发育有害(一旦病房有人照片#

=!9#S

的医护人员

会选择快速离开病房#同时约
>$9$S

的医护人员会以大声喊

.照片了/的方式通知同事离开#调查中发现另外
-S

的人员没

有离开是因为不知道病房内行放射性检查或正行有创性操作+

重症医学科患者部分需要呼吸机辅助通气,大剂量血管活性药

物维持血压,快速补液等#需专人密切监护患者生命体征+病

房行床旁胸片检查时#医护人员为了躲避辐射离开病房#虽时

间短暂#但患者有可能在此期间发生病情变化,意外拔管,坠床

等不良事件#医疗安全无法保障+对于神志清楚的患者#医护

人员快速离开,大声呼喊等行为会对其造成较明显的心理压

力+首先#患者会因为医护人员离开产生不安全感#其次患者

对医护人员离开的原因感到困惑#邻近患者的检查是否会对自

己有影响2 自己的环境是否有危险2 再者医护人员的喊声会

让患者莫名地紧张#同时会降低对医护人员的信任+本次研究

总结了医护人员常见的不规范行为及对患者造成的负性心理

影响#研究发现#当病房空无一人时
$2S

的患者感到担心#加

之输液泵,微量泵,呼吸机等机器报警无人处理
-!S

会感到恐

慌+这些负性心理影响会引起血压升高#呼吸,心率增快#还会

造成患者对医院,对医护人员的不信任和不满#甚至引起纠纷

的发生+

关于床旁胸片检查是否会对临近病室患者和医护人员造

成危害这一问题#近些年来国内外均有相关的研究+有学者在

1*R

不同的地点使用热释光剂量计测量散射辐射#发现辐射暴

露水平可以忽略不计#并得出没有必要移动邻近的患者及其他

工作人员不必远离的结论)

>

*

+

7EL5G

)

#

*在一项研究
1*R

散射

辐射中表明!测量出的散射辐射剂量明显低于国际放射防护委

员会允许的公众辐射剂量#再次强调#对于邻近的婴儿,他们的

家庭和照顾者来说都属于低风险的辐射+有文献报道#在不同

影像学检查时使用模拟人测量每个影像检查的辐射剂量#与辐

射源距离
!P

#作者报告胸部
g

线片,肢体及颅骨
g

线片散射

辐射水平分别为
"9"-.

,

"9"->

,

"9".!

&

'

:

#结论为在每天允许

%

次测试的情况下#如果保持与辐射源距离
!P

#散射辐射

$

"9"$P'

:

%每年吸收剂量足够低#可以保证不需转移相邻的

患者#对于技术人员和医疗人员也以距离
!P

估计#每年的剂

量为
"9".PYK

#这也未达到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制定的放射

工作人员推荐的剂量限值$

-"PYK

%#怀孕工作人员$

"9$PYK

%

和一般公众$

!9"PYK

%

)

=

*的剂量限值+国内刘建军等)

!"

*

-""=

年在
1*R

内对移动式
g

线机的防护情况进行了模拟检测#

%"

N

在同一位置进行
$#

次床旁胸片#结果显示#在无防护的情况

下#床旁胸片对其他患者所产生的最大附加有效剂量不超
"9"=

&

YK

"

P

#在使用铅屏风屏蔽的情况下#其他患者所受到的附加

剂量仪器未测出#邻近病室的患者和医护人员附加剂量未超

标+因此#在放射科工作人员实施标准防护的前提下#病房医

护人员无需担心辐射对自己造成危害而快速远离照片机+医

护人员对放射性检查认知水平和不规范行为是因为医院缺乏

对相关科室的教育和培训#例如
1*R

,心脏病监护室$

**R

%,骨

科,胸心外科等+目前我国仅对放射工作人员进行培训且培训

率偏低$大部分省市的培训率低于
$"S

%

)

!!;!.

*

+

!==#

"

-""%

年

全国核技术应用中放射工作人员放射防护培训率的统计显示

我国历年放射工作人员的放射防护培训率还不到
."S

(对在

放射工作场所外可能受到照射的相关人群的教育培训#没有得

到应有的重视)

!$;!>

*

+另外#国内这方面权威性研究太少#医院

教育培训力度不够)

!#;-"

*

#这也是引起非放射专业医护人员不

规范行为的原因+本科室于
2

"

>

月邀请放射科专业技术人员

以放射职业防护安全,提高从业人员安全文化等为主要内容做

了一系列专题培训#并于
#

月再次对
=#

名医护人员及
#

"

!-

月对
!""

例患者进行相同内容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表明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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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第
--

期
!

)34<6N*DIJ

!

&AK6P46E-"!$

!

VAD9!-

!

&A9--



范化培训后医护人员相关职业防护的知识掌握情况和行为规

范方面较培训前有明显改善#医护人员对患者的知识宣教减轻

了患者的心理负担#因医护不规范行为造成的负性心理反应也

得以减轻+但因.射线对人体有害/这个观念在普通医护人员

心里根深蒂固#经过培训后仍有部分医护人员依从性差#说明

此类培训需加深加强#是一项长远的工作+

综上所述#针对监护室医护人员开展关于床旁胸片检查的

职业防护相关知识培训可以有效降低医护人员的恐惧心理#从

而规范医护人员行为#减少对患者的负性心理影响#保障患者

医疗安全#降低医疗纠纷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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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集束化护理干预对降低急危重症患者院内转运风险的

效果研究"

刘文文!古满平!罗晓庆"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诊科!重庆
!

."""!2

#

!!

"摘要#

!

目的
!

研究集束化护理干预措施对急危重症患者院内转运风险的影响$方法
!

将急诊科
-"!%

年
=

月至
-"!.

年
!

月符合标准的
-2=

例急危重症患者作为常规组!

-"!.

年
-

"

2

月
->-

例急危重症患者作为干预组$

常规组采用常规转运护理方案!干预组采用集束化护理方案进行干预!比较两组转运中不良事件的发生率$结果
!

干预组急危重症患者院内转运不良事件的发生率低于常规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9"$

#$结论
!

集

束化护理干预能有效地降低急危重症患者院内转运风险!保证转运安全!真正实现无缝隙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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