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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变应性鼻炎诊断和治疗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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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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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编辑委员会#中华医学会耳

鼻咽喉科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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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血液科化疗患者不良反应的护理干预措施及满意度评价

刘蜀蓉!王颖莉!罗亚娇"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血液科!成都
!

@-001-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护理干预对控制血液科化疗患者不良反应的临床效果&方法
!

选取血液科进行化疗的患

者
-00

例!接受传统护理方法的患者为对照组!接受护理干预的患者为观察组!每组各
?0

例&比较两组患者的不良

反应控制情况及患者的满意度&结果
!

观察组患者心理状态改善的总有效率"

B./0̂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A;/0̂

!

同时护理总满意度"

B./0̂

%明显优于对照组的
A./0̂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0/0?

%$观察组患者在疲倦'恶心

呕吐'呼吸困难'失眠'食欲丧失'腹泻和便秘的发生率比较!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

%

0/0?

%$在对两组患者生理'心

理'独立性'社会关系'环境和精神#宗教#信仰等
@

方面生存质量评分的比较中!观察组各项均明显优于对照组"

"

%

0/0?

%&结论
!

对接受化疗的血液科患者进行护理干预可明显地减少治疗过程中的不良反应!同时患者的满意率

较高!对于心理状态和生存质量的改善有着积极的意义!可在临床中推广使用&

"关键词#

!

化疗$

!

不良反应$

!

护理干预$

!

满意度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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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4

文章编号$

-@A.7B1??

"

.0-@

%

0-70-0Z70;

!!

化疗是临床上针对血液肿瘤治疗的常用方法#在化疗过程

中部分患者会出现一系列不良反应#如体内环境紊乱-营养吸

收障碍等#同时化疗也会给患者造成不同程度的精神上的痛

苦#影响治疗进程+

-7.

,

*随着医学的发展#目前临床上对人文关

怀护理越来越重视#目的是通过科学-有效的护理方法减轻患

者的痛苦#提高治疗的配合度+

;

,

*本研究主要对化疗后两种不

同护理干预的临床效果及满意度进行比较#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0-;

年
@

月至
.0-?

年
1

月因患恶性血

液疾病于本院血液科进行化疗的患者
-00

例#分为观察组和对

照组各
?0

例*观察组中男
.Z

例#女
..

例%年龄
-Z

"

A?

岁#平

均$

1;/@YZ/1

&岁%急性白血病
-Z

例#骨髓异常增生综合征
-A

例#慢性粒细胞白血病
-?

例*对照组中男
.@

例#女
.1

例%年

龄
-B

"

A1

岁#平均$

1./ZYB/.

&岁%急性白血病
-B

例#骨髓异

常增生综合征
-Z

例#慢性粒细胞白血病
-;

例*两组患者在性

别-年龄和疾病类型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0/0?

&#具有可比性*两组患者在治疗前常规检查中均无心-脑

和肾脏方面疾病#免疫和内分泌的功能也均在正常范围内*本

)

Z0-

)

检验医学与临床
.0-@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2Q"(,F:9

!

8&9H&'

6

.0-@

!

RDF/-;

!

SD/-



研究经过本院的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治疗前均取得患者及其

家属的知情同意*

$//

!

护理方法
!

对照组采用常规的护理方法进行护理治疗*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采用护理干预方式#具体如下*

$///$

!

心理护理
!

了解患者基本情况#制订个性化的护理方

法#积极地与患者进行沟通#加强疾病治疗的知识普及*过程

中注重与患者间的互动#对于患者提出的问题应该科学-客观

地进行讲解#并且做到耐心倾听#在交流中消除患者对于接受

化疗的恐惧*同时向患者介绍成功的治疗案例#帮助患者建立

信心#对于患者配合治疗有着积极的意义*另外#对于化疗过

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需要跟患者进行详细介绍#让患者对于

治疗有全面的了解*治疗过程中也可以配合患者的家属一同

对患者进行化疗前心理疏导#达到最佳的心理护理效果*

$////

!

化疗药物外渗的处理
!

及时对化疗过程中出现的药物

外渗进行处理*在停止注射的前提下#对药物进行回吸*并对

患者推注地塞米松#剂量为
?L

%

#根据患者的身体情况进行合

理调整#之后进行拔针处理*对于外渗部位采用冰袋进行
.1E

冷敷处理#之后采用
?0̂

的硫酸镁进行湿敷处理*为减轻患者

化疗药物外渗处的肿胀情况#可抬高同侧的肢体#对于出现明显

坏死灶或者溃疡的部位应及时清创治疗#避免病灶的扩大*

$///'

!

饮食护理
!

在化疗前针对患者的身体状态制订合理的

饮食方案#同时嘱咐患者及其家属多进食蛋白质水平高的食

物#如蛋类-乳制品和豆制品等*在接受化疗期间#应该及时调

整饮食结构#以维生素水平高的食物和碳水化合物为主*对于

过程中出现腹泻的患者应给予含钠-钾高的食物#维持患者体

内的电解质平衡*在化疗结束后的
1Z

"

A.E

内嘱咐患者多进

食易消化的食物*

$///1

!

行为干预
!

在进行化疗前对患者进行行为控制方面知

识的普及#有利于患者在化疗过程中出现的不良反应时采用放

松-自我控制等方式进行自我调节*过程中也可以采用音乐和

注意力分散等方式来放松患者的心理#调整患者的心理状态*

$///2

!

药物不良反应的观察与护理
!

观察患者进行化疗的过

程中出现的冷汗-心动过度-呕吐等不良反应#对于这些异常情

况及时地向医师反馈#调整化疗方案*患者在接受化疗后的

.

"

;

周内常出现脱发的症状#此时应该避免患者头部受到外

界的强烈刺激#可通过选用无刺激的洗发液-外出时防晒等方

式对头部进行保护*对于患者脱发后出现的焦虑心理#可以通

过帽子或者假发的方式来进行调整*对于化疗过程中出现的

呕吐#护理人员可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选择止吐药物#同时对

于呕吐物进行分析#并对患者进行常规的口腔清洁处理*对于

化疗过程中出现的以血细胞下降为特征表现的骨髓抑制现象#

应该在治疗结束后对于血细胞的变化情况进行密切关注#若白

细胞值低于
-/0d-0

B

"

+

时#则应及时停止治疗#并向医师及时

反馈#配合紧急处理*

$/'

!

观察指标

$/'/$

!

心理状态
!

通过调查问卷观察患者对待疾病的态度#

分为有效$乐观向上#积极配合治疗&-好转$心情时好时坏#对

治疗结果信心不足&-无效$心理护理干预失效#患者精神萎靡

不振&*

$/'//

!

生存质量
!

采用生存质量测定量表$

!)aKa+7-00

&

进行评估#该量表涵盖生理-心理-独立性-社会关系-环境和精

神"宗教"信仰
@

个方面的内容及对评价健康状况和生命质量

的评分*各个领域的得分均为正向得分#得分越高#生存质量

越好*

$/'/'

!

护理满意度
!

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进行调查#包

括护理人员的工作态度-技术水平-专业知识情况-健康教育-

主动巡视及知晓度等*满分
-00

分#评分标准!

$

Z?

分为满

意#

@0

"

Z?

分为较满意#

%

@0

分为不满意*比较两组患者的护

理满意度*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X*XX-A/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

资料以
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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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0?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心理状态的改善情况比较
!

观察组患者心理状态改

善有效
.B

例#好转
-A

例#无效
1

例%对照组有效
.?

例#好转
-;

例#无效
-.

例*观察组心理改善总有效率为
B./0̂

#高于对

照组的
A;/0̂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0?

&*

///

!

两组化疗期间的症状改善情况比较
!

在针对两组患者化

疗过程中症状改善情况的比较中#观察组患者在疲倦-恶心呕

吐-疼痛-呼吸困难-失眠-食欲丧失-腹泻和便秘的发生率比

较#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0?

&#见

表
-

*

//'

!

两组生存质量评分比较
!

两组患者生理-心理-独立性-

社会关系-环境和精神"宗教"信仰等
@

方面生存质量评分的比

较#观察组患者各项均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

"

%

0/0?

&#见

表
.

*

表
-

!

两组患者症状发生情况比较(

,

%

^

')

组别
,

疲倦 恶心呕吐 疼痛 呼吸困难 失眠 食欲丧失 腹泻 便秘

对照组
?0 .?

$

?0/0

&

.Z

$

?@/0

&

-Z

$

;@/0

&

-0

$

.0/0

&

;?

$

A0/0

&

.?

$

?0/0

&

.-

$

1./0

&

-A

$

;1/0

&

观察组
?0 -A

$

;1/0

&

-1

$

.Z/0

&

"

--

$

../0

&

"

1

$

Z/0

&

"

..

$

11/0

&

"

-Z

$

;@/0

&

"

-?

$

;0/0

&

"

Z

$

-@/0

&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

%

0/0?

*

表
.

!

两组患者的生存质量评分比较%

HY!

&分'

组别
,

生理 心理 独立性 社会关系 环境 精神"宗教"信仰

对照组
?0 A./@Y-./@ 1./1Y-0/A 1Z/1YZ/; @0/-YB/A ??/.YA/- @0/?YZ/@

观察组
?0 AA/1Y-?/Z

"

1B/.Y-;/;

"

?-/-YB/-

"

@?/;YA/?

"

@0/ZY@/;

"

@@/-YA/?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

%

0/0?

*

//1

!

两组护理满意度评价
!

观察组患者满意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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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观察组满意度为
B./0̂

#高于对照组的
A./0̂

#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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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化疗是一种全身性的治疗#对于血液肿瘤患者的治疗效果

尤为显著+

17?

,

*同时作者也关注到化疗过程中患者出现的一系

列不良反应#如心脏-肾脏等脏器功能的损伤#机体免疫-消化

功能的下降等#特别是消化功能的损伤尤为明显*在对其原因

进行分析发现#大多数的化疗药物对于胃黏膜有着不同程度的

刺激作用#进而引起临床上出现的一系列恶心-呕吐等消化道

症状#造成患者的体重下降*因此通过有效的护理干预以减少

化疗患者不良反应的发生就显得尤为重要+

@

,

*

有研究表明#有效的护理干预措施对于患者心理状态的改

善有着积极的意义+

A7Z

,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的心理

状态改善总有效率$

B./0̂

&明显优于对照组$

A;/0̂

&#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0/0?

&*另外#作者发现及时处理化疗药物的

外渗同时制订合理的膳食方案可有效地降低患者化疗过程中

出现的不良反应*在针对两组患者化疗过程中症状改善情况

的比较中#观察组患者在疲倦-恶心呕吐-呼吸困难-失眠-食欲

丧失-腹泻和便秘的发生率方面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0/0?

&*本研究还针对接受不同护理的两组

化疗患者的生存质量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在生

理-心理-独立性-社会关系-环境和精神"宗教"信仰等
@

方面

生存质量评分的比较中均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

"

%

0/0?

&#一

定程度上证明了有效的护理干预对于接受化疗的患者的生存

质量的改善有着积极的意义*另外#在针对两组患者护理满意

度的比较中#观察组患者护理总满意度也明显优于对照组#说

明在护理过程中采用干预措施更加的人性化*

综上所述#在针对接受化疗的血液科患者进行护理的过程

中#通过积极-有效的护理干预#可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

B7-0

,

#

明显地提高其生存质量#降低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增加患者的

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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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护理对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影响

周
!

烨!周
!

霞!张宏斌!王
!

捷#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医学实验科!广州
!

?-00-0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康复护理干预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影响&方法
!

对
;-.

例非手术治疗的腰椎间盘突

出症患者随机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治疗!观察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配合康复护

理!

@

个月后观察其效果!观察两组患者疼痛症状好转情况&结果
!

随访
@

个月!观察组治疗有效率为
ZZ/?̂

明显

高于对照组的
A-/Ẑ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0?

%&观察组患者满意率'生活质量改善情况均高于对照组!复发

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0/0?

%&结论
!

康复护理能够提高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治疗效果!降低复发

率!改善生活质量!具有较好的临床价值&

"关键词#

!

腰椎间盘突出$

!

康复护理$

!

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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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椎间盘突出症#又称腰椎纤维环破裂症#是骨科常见病

及多发病*现代医学病理研究表明腰椎间盘突出症是因外力

作用导致腰椎纤维环破裂#进而使髓核突出#压迫神经根等周

围组织#导致患者出现放射性腰腿痛-下肢麻木-坐骨神经放射

痛*随着腰椎间盘突出症加重#可引起下肢疼痛-骨质疏松等症

状#严重时甚至引起瘫痪*该病具有病程较长#反复发作等特

点#给患者带来极大苦楚#极大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71

,

*随着

医学的进步#康复护理在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护理及治疗中

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院在腰椎间盘突出症常规治疗的基

础上#同时进行康复护理#取得了明显的疗效#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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