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后#接受
+S4&

循环护理管理的观察组#其
W&1

评分.

*&40;%;W

评分及
'&T&

评分均明显低于接受常规护理管

理的对照组$

E

$

#2#8

%-可见在应用
+S4&

循环护理管理后#

不仅患者的骨痛症状可达到显著改善#同时患者的生存质量及

焦虑情绪均可得到显著改善-本研究观察组中所应用的
+S;

4&

循环护理管理中#其将护理工作分为护理方案制订.护理

实施.阶段总结及护理方案修订
-

个阶段-在护理方案制订阶

段#通过责任护理对患者临床资料的收集#可针对于不同患者

制订出不同的护理方案#同时通过在护理过程中的不断总结及

完善#可使得护理方案得到逐步完善-更适于患者的应用-因

此可取得更为理想的应用效果-

综上所述#

+S4&

循环护理管理可有效地改善肺癌骨转移

患者骨痛的治疗效果#可将其逐步推广至肺癌骨转移患者骨痛

的临床护理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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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协同护理模式在消化性溃疡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王婉群!付晓荣"湖北省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内科
!

--"!##

#

!!

"摘要#

!

目的
!

研究协同护理模式在消化性溃疡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8

年
-

月

在该院接受治疗的
"##

例消化性溃疡患者!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应用协同护理!对

两组患者的自我管理$心理情绪$并发症$病死率和病状总有效率进行观察分析%结果
!

干预组进行协同护理模式

以后!其自我护理能力"

$"2!89

#$心理状态"

$82889

#$疾病认识"

$!2779

#$护理满意度"

"##2##9

#!均明显优于对

照组的自我护理能力"

6#2.69

#$心理状态"

682.-9

#$疾病认识"

6-27!9

#$护理满意度"

6$2!89

#!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E

$

#2#8

#%干预组的总有效率为
$62#9

!治愈率为
.#2#9

$显效率为
8#2#9

!有效率为
62#9

!无效率为
-2#9

!

优于对照组的总有效率为
$62#9

!治愈率为
-!2#9

$显效率为
"62#9

!有效率为
"62#9

!无效率
!62#9

!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E

$

#2#8

#%两组患者在并发症和病死率方面!干预组的并发率为
!62#9

!病死率为
:2#9

!对照组的并发

率为
8!2#9

!病死率为
"-2#9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2#8

#%结论
!

协同护理模式对治疗消化性溃疡患

者!可以改善患者生活质量$提高患者自我护理能力!调动患者的积极性!减少并发症的发生!降低病死率!值得推广

应用%

"关键词#

!

协同护理模式&

!

消化性&

!

溃疡&

!

应用效果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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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6.!;$-88

"

!#"6

#

#.;#$.:;#7

!!

消化性溃疡是消化系统常见病#病因和发病机制各不相

同#通常认为消化性溃疡的发生是因为胃黏膜的损害因素和防

御因素之间失衡导致的+

"

,

#损害因素通常有!胃酸.幽门螺杆菌

$

'

K

%.药物因素#此病治愈率高#但是复发率也高-协同护理

因素在影响治愈率和复发率占有重要地位-协同护理模式是

在责任制护理的基础上#发挥患者的自我护理能力#对患者有

效地鼓励和健康专业护理#充分利用各种人力财力资源+

!

,

-消

化性溃疡临床上表现为上腹痛.出血.穿孔#严重者表现为灼

痛.剧痛.幽门梗阻等严重的并发症-因此#对患者进行协同护

理#有利于促进患者疾病的康复和疼痛的缓解+

7

,

-为了提高患

者的自我管理和保健意识#本院利用协同护理模式在消化性溃

疡患者中的应用#取得了满意效果#现报道如下-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6

年
-

月第
"7

卷第
.

期
!

V?(T=C4@DF

!

&

K

LD@!#"6

!

W<@2"7

!

U<2.



$

!

资料与方法

$2$

!

一般资料
!

随机选取从
!#"-

年
.

月至
!#"8

年
-

月在本

院接受治疗的消化性溃疡患者
"##

例#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和干

预组-治疗组!

8#

例#男
7!

例#女
!:

例(年龄
!#

!

68

岁#平均

$

7!2:a.2!

%岁(文化程度最低小学-干预组!

8#

例#男
!6

例#

女
!-

例#年龄
"$

!

66

岁#平均$

782-a:2.

%岁(文化程度最低

小学-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E

'

#2#8

%#具有可比性-

$2/

!

方法
!

两组患者均予以药物治疗-遵照医嘱#按照三疗

法治疗!服用奥美拉唑
!#J

E

#克拉霉素
#28

E

#阿莫西林
"

E

#

"

天
!

次#疗程为
"

周+

-

,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应用协

同护理-协同护理措施包括!$

"

%健康指导-向患者及其家属

提供消化性溃疡的知识#如消化性溃疡的发病原因#如何预防

及处理预后的不良反应#患者用药情况等对患者及其家属进行

卫生宣传#对餐具要消毒#预防传染-叮嘱患者及家属要按时

作息#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情舒畅#注意保暖#禁止使用致溃

疡的药物#如非甾体类药物#叮嘱患者停药后要按时回医院复

查#出现急性发作.疼痛或消化道出血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

%

心理护理-消化性溃疡患者的病情和心理因素有密切联系-

该病的临床表现时常伴有疼痛甚至出血症状#容易引起患者焦

虑.紧张等不良情绪#由此加重病情-所以#在护理过程中#首

先要为患者提供良好的环境#常和患者沟通#帮助患者克服不

良心理#为患者讲解成功病例#为患者增强自信心和战胜病魔

的决心-$

7

%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及时对患者进行慰问#以

亲切的态度接待患者#耐心地了解患者的临床症状和病史+

8

,

-

$2'

!

疗效评判指标
!

包括患者自我护理能力.心理精神健康.

情绪自我凋节能力.疾病知识掌握情况+

6

,

-临床治愈!症状和

体征全部消失#幽门螺杆菌$

'

K

%根除#黏膜无明显水肿(显效!

临床症状和体征明显好转#

'

K

根除(有效!临床症状和体征有

一定的好转#

'

K

减少#黏膜仍有轻度充血水肿(无效!临床症

状和体征无好转#

'

K

未根除-

$21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1+11"$2#

软件对数据结果进行统计

学分析#计量资料以
Na?

表示#均数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5

检

验#以
E

$

#2#8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2$

!

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分析
!

干预组进行护理后#其自我

护理 能 力 $

$"2!89

%.心 理 状 态 $

$82889

%.疾 病 认 识

$

$!2779

%.护理满意度$

"##2##9

%#均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E

$

#2#8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对比分析*

%

%

9

&+

组别 自我护理能力 心理状态 疾病认识 护理满意度

对照组
7#

$

6#2.6

%

77

$

682.-

%

7!

$

6-27!

%

78

$

6$2!8

%

干预组
-6

$

$"2!8

%

-:

$

$8288

%

-6

$

$!277

%

8#

$

"##2##

%

$

!

-2!8: -2#!7 .2#"8 -2#88

E #2#7- #2#76 #2#" #2#-7

/2/

!

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分析
!

两组患者经治疗后#对照组

治愈
!"

例#显效
:

例#有效
:

例#无效
"7

例#总有效率为

.-2#9

(干预组治愈
78

例#显效
"#

例#有效
7

例#无效
!

例#总

有效率为
$62#9

#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2#8

%-

/2'

!

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分析
!

两组患者在并发症上#干预

组的并发症优于对照组#具有可比性$

E

$

#2#8

%-从患者的死

亡情况看出#干预组的的病死率明显降低#为
:2#9

-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E

$

#2#8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并发症及死亡情况的比较*

%

%

9

&+

组别
%

溃疡出血 腹胀 死亡

干预组
8# 8

$

"#2#

%

:

$

"62#

%

-

$

:2#

%

对照组
8# ""

$

!-26

%

"8

$

7#2#

%

.

$

"-2#

%

$

!

-2"!: 82#"! -2#68

E #2#7. #2#!" #2#-"

'

!

讨
!!

论

!!

消化性溃疡是一种难治愈的疾病#虽然
'!

受体拮抗剂及

质子泵抑制剂的问世#其复发率降低#但溃疡黏膜修复不完善#

黏膜屏蔽防御能力较弱#复发率仍很高-溃疡完全愈合时再生

黏膜上皮组织具有完全黏膜防御能力#但其结构明显不正常#

愈合能力不同#复发的可能性也有很大差距+

6

,

-因此#药物治

疗是降低溃疡复发的关键#但除此之外#护理干预也是影响病

情治愈和复发的重要因素-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协同护

理不再只是单纯地要求躯体护理#它要求在责任制护理模式的

基础上#在护理过程中#要调动患者的积极性#鼓励患者参与到

康复护理中#护士要起到很好的指导.协调.教育角色#充分照

顾患者的每个细节#对患者的康复.生活质量等有重要影响+

.

,

-

本文通过协同护理模式在消化性溃疡患者中的治疗分析#探讨

协同护理在消化性溃疡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本研究结果发现#协同护理模式可以高效地帮助患者康

复#减少复发率#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降低患者的医疗成本-

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对比分析#干预组对疾病的认识高于对照

组#干预组在自我护理能力.心理状态.疾病认识.护理满意度

上都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2#8

%-所以#

护理过程中要坚持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理念#为患者提供一个

良好的护理环境#让患者认识更多与疾病有关的病因#诱发因

素#治疗和预后注意事项#同时予以患者心理疏导也很重要#减

少过大的心理压力#避免消极情绪#保持良好的心态#增强患者

战胜疾病的信心#而且要指导患者进行自我护理的方法和技

巧#增强自我护理能力与意识#这对患者康复有重大影响+

:

,

-

从两组患者的消化性溃疡治疗效果比较分析#干预组的治愈.

显效.有效.无效例数均优于对照组#干预组的总有效率为

$62#9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2#8

%-协同护理模式体现了

护理成果的特异性和护理工作的价值#将护理模式应用于消化

性溃疡的治疗中#能够提高疾病知识#能够有能力对疾病的发

生采取有效措施#增强了患者自我管理能力#有助于患者保持

良好的情绪#促进患者身心发展#提高患者治疗效率+

$;"#

,

-从

患者死亡情况的比较分析#与对照组比较#干预组溃疡出血及

腹胀等并发症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2#8

%-干预

组的病死率为
:2#9

#明显优于对照组的
"-2#9

#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E

$

#2#8

%-消化性溃疡属于功能性疾病#患者的情绪

对病情具有重要影响#若其情绪严重影响预后#不但不利于康

复#还会危及生命-患者经过药物治疗后#存在肠黏膜功能障

碍#不利于营养物质的吸收和利用#从而免疫系统受到抑制-

因此#对患者的营养护理也非常必要#对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具有重要意义+

"";"!

,

-

综上所述#协同护理能有效地提高患者及其家属的认识

度#提高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改善其心理状态#减少并发症的

发生和降低病死率#对患者病情的早日康复和医患关系#具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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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意义#值得在以后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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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以问题为导向的管理模式对体检中心护理质量的影响

刘
!

琳"

!单
!

燕!

"江苏省江阴市中医院'

"2

护理部&

!2

体检中心
!

!"--##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以问题为导向的管理模式对体检中心护理质量的影响%方法
!

将
!#""

年
$

月至
!#"7

年

8

月在该院体检中心体检的
!86

例体检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
"b"

比例随机分为两组!每组
"!:

例%对照组给予传

统管理模式!观察组给予以问题为导向的管理模式!并对两组患者的护理质量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

观察组受检

时间短于对照组"

E

$

#2#8

#!体检效率评分及体检可信度评分高于对照组"

E

$

#2#8

#&观察组总体满意度
$.2669

!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2-.9

"

E

$

#2#8

#&观察组护理人员在服务礼仪$沟通能力$主动服务意识$健康教育方面评分

均明显优于对照组"

E

$

#2#8

#%结论
!

以问题为导向的护理管理模式可提升护理人员的业务能力及职业素质!提

高体检者的体检效果!改善体检者对护理人员的满意度!可进行临床推广和应用%

"关键词#

!

以问题为导向的管理模式&

!

体检中心&

!

护理质量&

!

影响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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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6.!;$-88

"

!#"6

#

#.;#$:#;#7

!!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生活节奏的加快#0亚健康1逐渐

深入人们的生活#人们对健康的追求也愈发明显#健康体检成

为人们检查身体的常用手段#对医疗保健的需求也愈发增

多+

"

,

-本院体检中心根据
51/$##"

质量管理体系#采用0以问

题为导向#以体检者为中心#预防为主#注重过程方法#系统管

理1的质量管理模式#建立了体检护理质量管理系统-对护理

人员的行为进行规范#以期为体检人员提供满意.舒适的医疗

保健服务-

$

!

资料与方法

$2$

!

一般资料
!

将
!#""

年
$

月至
!#"7

年
8

月在本院体检中

心体检的
!86

例体检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
"b"

比例随机分

为两组#每组各
"!:

例-其中对照组男
..

例#女
8"

例#年龄

!"

!

6"

岁#平均$

-#2$8a-2!6

%岁(观察组男
.-

例#女
8-

例#

年龄
!#

!

6!

岁#平均$

-"27.a-28"

%岁(两组在年龄.性别等一

般资料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

'

#2#8

%#具有可比性-

$2/

!

方法
!

对照组采用传统管理模式#观察组给予以问题为

导向的管理模式-

$2/2$

!

以问题为导向的管理模式
!

$

"

%建立服务小组#以问题

为导向的护理管理模式对小组成员进行职业素质.专业技能方

面的培训#以提升护理人员的整体素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

值观+

!

,

($

!

%合理排班!根据体检中心的实际情况进行合理排

班#以期每例体检人员能够得到最全面的护理-

$2/2/

!

护理方法
!

$

"

%营造良好的体检环境!由于医院环境的

特殊性#许多来院体检的人员多心情压抑#虽然体检中心是医

院的一个部门#但其与其他科室不同#因而#本院将体检中心的

环境设置得优雅.具有人情味-$

!

%确立体检者关心和想要解

决的问题#协助体检者选择体检项目#并对个别体检者提出来

的个性问题给予个别指导#并与经验丰富的医师沟通#建议体

检者进行哪些体检项目+

7

,

-$

7

%开展0以体检者为中心1的一站

式服务!由服务小组人员对体检者进行登记.检查.交取报告单

等一站式服务#为体检者节省体检时间#同时#提高体检中心的

效率#使体检者对体检中心的印象更加深刻+

-

,

-$

-

%问题汇总

分析!每月底举行
"

次科室内部的护理问题分析#对这月内体

检者所提出的问题进行总结分析#以探讨出最合理的根据体检

者问题而设计的体检项目#以便减少体检者的检验费用及痛

苦-$

8

%健康教育!仔细分析体检者的检验报告单#将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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