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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食管癌患者放化疗期间实施综合心理护理干预的效果%方法
!

采用随机分组的方法!将本院收治的
6L

例食管癌患者分为对照组及干预组!每组各
'6

例!分别给予一般护理及综合护理!分别观察并比较两组患者
O

D

9>J<B

生活质量指

数"

OYUR

$及放化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并进行分析%结果
!

干预组
OYUR

总分为"

L#$6M%#".

$分!对照组总分为"

$#'6M

%#"6

$分!干预组显著高于对照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干预组的患者日常生活&生活感受&健康感受&活动能力&家

庭支持得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两组患者均出现肝功能异常&肾功能异常&消化道反应&反射性

食管炎及骨髓抑制!其中肝功能异常及肾功能异常发生率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消化道反应&反射性食管炎及

骨髓抑制!干预组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治疗期间!对照组有
-

例患者因严重的反射性食管炎&

白细胞下降中断放疗
.

!

$I

!而干预组所有患者均顺利完成放化疗%结论
!

有效的综合心理护理干预!可以减轻不良反应!提高

患者生活质量!增加患者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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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管癌是我国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之一#流行病学调查

显示#我国食管癌的发病人数占世界发病总数的
$%\

#是世界

上发病率最高的国家'

"

(

)食管癌患者病死率仅次于胃癌#病死

率居恶性肿瘤病死率第二位'

!

(

)目前学者主张食管癌早中期

的首选治疗方法是手术联合放化疗#而中晚期患者则采用同步

放化疗的治疗方法'

.

(

)放化疗过程给患者带来极大身心痛苦#

为了减轻患者的负面情绪#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本研究对本

院收治的
6L

例食管癌中晚期患者在放化疗期间实施综合心理

护理干预措施#探讨综合心理护理干预措施对该类患者的效

果#现报道如下)

$

!

资料及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

食管癌患者
6L

例#所有患者均经组织病理学确诊为食管癌%其

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L

!

&!

岁#平均$

$-#%M"#!

&岁)采

用随机分组的方法将其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对照组
'6

例#其

中男
!%

例#女
!6

例#平均$

$'#%M!#"

&岁%干预组
'6

例#其中

男
!"

例#女
!L

例#平均$

$.#%M!#6

&岁)两组患者年龄分层*

性别比例等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

比性)

$#/

!

方法
!

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检查治疗及一般护理%干预

组除了常规检查治疗及一般护理外#分别给予患者心理*治疗

中*饮食和不良反应护理等综合护理措施#具体方法如下)

$#/#$

!

一般护理
!

保持病房良好的卫生环境#提供患者宁静

舒适的病房#观察患者的各项生命体征#注意老年患者的皮肤#

防止褥疮形成)

$#/#/

!

综合护理
!

$

"

&心理护理)对待患者态度热情#主动介

绍科室的环境及医务人员#耐心向患者讲解疾病知识及治疗方

法%告知患者放化疗期间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及注意事项#在

患者的治疗过程中要注意患者的心理变化#及时与患者进行沟

通交流#并使用一定的语言技巧帮助患者消除不良情绪%做好

患者家属的思想工作#使患者在住院期间感受到亲情的温暖%

保持病房环境舒适温馨#减少患者对病房的抵触心理#提高对

治疗的配合程度)$

!

&治疗中护理)治疗过程中密切观察患者

病情变化#及时处理患者出现的不适情况#并对患者进行耐心

讲解及心理安慰%采用影像视频*专题讲座等方式给患者及家

属讲解食管癌诊疗知识#讲解化疗药物的作用原理及可能出现

的不良反应%患者放疗前参观放疗室#熟悉化疗环境#了解放疗

仪器及放疗操作过程#消除患者紧张情绪%认真评估患者静脉

情况#选择适合的输液方式#输液过程中密切关注输液状态#预

防输液管扭曲*挤压影响输液流速)$

.

&饮食护理)胃肠道反

应和放射性食管炎是患者在放化疗期间最常见的并发症#对患

者的进食及身体机能造成严重影响'

'

(

%在患者进食后
.

!

'A

#

胃基本排空后再进行化疗#这样可以减轻患者恶心*呕吐等不

良反应%化疗期间患者可能出现食欲下降*恶心呕吐等不良反

应#告知患者应少食多餐#进食富含维生素*易于消化的食物)

$

'

&不良反应护理)同步放化疗的患者#放射性食管炎出现的

时间较单纯放疗患者早#不良反应症状较明显%密切观察患者

情况#若症状严重暂停放疗)对于食管黏膜炎性反应#治疗上

根据患者不同情况给予口服利多卡因*地塞米松或者庆大霉素

等处理#护理上根据炎性反应的程度不同嘱患者合理进食#

(

度给予软食为主#

+

度给予流质或半流质饮食#每次进食后嘱

患者口服
"%%GU

温开水#防止食物滞留在食管#导致食管黏

膜炎性反应进一步加重%放化疗期间患者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骨

髓抑制#嘱患者注意个人卫生#使用软毛牙刷刷牙#情况严重的

患者要做好保护性隔离#限制家属探访#防止发生交叉感染%化

疗时化疗药物顺铂具有肾毒性#化疗前应注意评估患者的肾功

能#化疗期间为保证足够的尿量#降低顺铂的肾毒性#应鼓励患

者多饮水%做好饮水出入量及尿量记录#若发现尿量异常#立即

通知医生处理#给予患者利尿剂及充分的液体)

$#'

!

观察指标
!

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由专门的护士负责问

卷发放及回收#由患者本人或直系亲属分别于治疗开始第
"I

*

治疗期间及治疗后填写)总共发放
!6'

份问卷#回收
!LL

份#

回收率
6L#%\

)评估患者
O

D

9>J<B

生活质量指数$

OYUR

&#评估

指标包括日常生活*生活感受*健康感受*活动能力*家庭支持

-

项#得分越高说明生活质量越高#总分为
"%

分)观察患者治

疗期间情况!包括患者放化疗期间的精神状态*饮食变化及不

良反应等#急性反射性损伤按急性放射反应的简要评价标准

$

T7a3

&分
(!2

级#毒副作用按
c(a

标准
%

!

'

度评定'

-

(

)

-

.L"!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L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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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O2OO".#%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采用
HMB

表示#组间差异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

采用
!

! 检验进行分析)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患者
OYUR

评分比较
!

对两组患者
OYUR

比较#干预

组的患者日常生活*生活感受*健康感受*活动能力*家庭支持

得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干

预组总分为$

L#$6M%#".

&分#对照组总分为$

$#'6M%#"6

&分#

干预组显著高于对照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见表
"

)

/#/

!

两组患者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

分别观察两组

患者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情况#两组均有患者出现肝功能异

常*肾功能异常*消化道反应*反射性食管炎及骨髓抑制等不良

反应情况#其中肝功能异常及肾功能异常发生率两组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消化道反应*反射性食管炎及骨

髓抑制#干预组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治疗期间#对照组有
-

例患者因严重的反射性食

管炎*白细胞下降中断放疗
.

!

$I

#而干预组所有患者均顺利

完成放化疗)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
OYUR

评分比较$

HMB

)分%

组别
,

日常生活 生活感受 健康感受 活动能力 家庭支持 总分

对照组
'6 "#'&M%#"L "#!%M%#"$ "#'$M%#!- "#L-M%#%6 "#"LM%#"L $#'6M%#"6

干预组
'6 "#L6M%#%6 "#L.M%#"% "#L'M%#"' "#6&M%#%& "#L6M%#"! L#$6M%#".

: ]"'#$%6 ]!.#.&. ]6#!L. ]&#.$& ]!!#6&' ]$$#L6.

!

$

%#%%"

$

%#%%"

$

%#%%"

$

%#%%"

$

%#%%"

$

%#%%"

表
!

!!

两组患者治疗期间不良反应情况比较$

,

%

组别
肝功能

异常

肾功能

异常

消化道反应

轻度 重度

反射性食管炎

轻度 重度

骨髓抑制

轻度 重度

对照组
. ' !L !" .! "& ." "L

干预组
" " '" L '$ . '- '

!

!

"#%'. "#L6& L#!&& "!#.". ""#'LL

! %#.%& %#"$L %#%%'

$

%#%%" %#%%"

'

!

讨
!!

论

食管癌是我国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之一#是癌症中对患

者生活质量影响最大的疾病之一'

$

(

)手术治疗是食管癌患者

的首选治疗方式#但是对于中晚期患者#由于不具备手术指征#

临床上多采用同步放化疗的方法'

&5L

(

)食管癌化疗最常用的药

物是顺铂与氟尿嘧啶联合应用#有研究表明#顺铂与氟尿嘧啶

联合应用的同时进行同步放疗#可以有效抑制肿瘤细胞的增

殖#除此以外#对预防肿瘤耐药性产生也发挥一定作用#因此#

能够最大程度消灭肿瘤细胞'

6

(

)但是#放化疗的不良反应均较

多#不仅造成患者身体上的损伤及不良感受#对患者的精神方

面也产生副作用'

"%5""

(

)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往往因为难以承受

治疗所带来的痛苦#而出现消极的治疗情绪#甚至放弃治疗)

因此#为了减轻患者在放化疗期间的负面情绪#缓解患者的心

理压力#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本研究对本院收治的
6L

例食管

癌中晚期患者在放化疗期间实施综合心理护理干预措施)结

果发现#给予患者综合护理干预后#患者放化疗期间出现肝功

能异常*肾功能异常*消化道反应*反射性食管炎及骨髓抑制等

不良反应发生率有所降低#其中消化道反应*反射性食管炎及

骨髓抑制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干预组的患者日常生活*生

活感受*健康感受*活动能力*家庭支持得分均明显高于对照

组)治疗期间#对照组有
-

例患者因严重的反射性食管炎*白

细胞下降中断放疗
.

!

$I

#而干预组所有患者均顺利完成放

化疗)

生物
5

心理
5

社会的现代医学模式要求护理工作者在护理

工作中不仅仅关注患者身体上的疾病#同时不能忽视患者的心

理状况'

"!

(

)综合心理护理干预是有效践行现代医学模式的方

法之一#是一系列有目的*有计划的*综合的*连续的干预措施)

本研究从患者心理*治疗*饮食和不良反应护理几个方面进行

探讨#发现通过综合心理护理干预措施#不仅提高了患者的生

活质量#降低患者在放化疗期间不良反应的发生率#而且有效

提高患者治疗的依从性)因此#这提示在食管癌患者接受放化

疗期间要重视患者的心理状况#与患者保持良好的沟通交流#

了解患者的需求及困难#及时给予患者帮助#鼓励患者坚持治

疗#提高患者治疗的信息)对于放化疗过程中出现的不良反

应#要重视并密切观察#预见性的进行准备#一旦出现#及时汇

报并处理)

因此#有效的综合心理护理干预#可以减轻不良反应#提高

患者生活质量#增加患者依从性#值得实践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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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中国实用护理杂志#

!%""

#

!&

$

L

&!

.$5.&#

'

"%

(郑欣#尤振兵#田文泽#等
#

医护一体化护理对食管癌患者

焦虑抑郁负面情绪及免疫功能的影响'

^

(

#

中国实用护理

杂志#

!%"-

#

."

$

!$

&!

"66'5"66L#

'

""

(晏凤梅
#

食管癌患者术前及术后实施优质护理的体会

'

^

(

#

实用临床医药杂志#

!%"!

#

"$

$

"$

&!

"'5"$#

'

"!

(朱希燕#周烨#张海燕#等
#

细节护理在食管癌手术患者中

的应用'

^

(

#

河北医药#

!%"-

#

.&

$

"

&!

"'!5"'.#

$收稿日期!

!%"$5%!5"'

!!

修回日期!

!%"$5%'5!.

&

!临床探讨!

主动筛查培养在多重耐药菌控制的效果评价

庞
!

博"

!苏小红"

!腾飞鹏!

"

"#

四川省彭州市中医医院检验科!成都
$""6.%

#

!#

四川省人民医院检验科!成都
$"%%&!

$

!!

摘
!

要"目的
!

探析主动筛查培养干预模式在多重耐药菌"

QPTN

$医院感染控制中的效果!为今后临床预防医院感染提供参

考和借鉴%方法
!

本研究笔者以
!%"%

年
"

月至
!%"'

年
"

月临床培养出
QPTN

住院患者为研究对象!对比分析实施主动筛查培

养模式前后
QPTN

检出率&医院感染构成比及医院感染率%结果
!

QPTN

阳性检出率为
!!#-L\

!且呈逐年升高趋势!主要以医

院感染和社区感染为主"

LL#%-\

$!实施主动筛查培养模式
!

年后!

QPTN

检出率为
!.#-'\

!高于实施前
!

年的
!"#!'\

"

!

!

4

'#6"&L

!

!4%#%!$$

$%

QPTN

菌种中产超广谱
'

5

内酰胺酶"

,ONU=

$细菌占
$$#!"\

!实施
!

年后检出率为
$.#&&\

!显著低于实

施
!

年前的
&%#%%\

"

!

!

4$#"&-!

!

!4%#%".%

$#其次为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QTO+

$占
"-#-%\

!实施前后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

%

%#%-

$#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

)T,

$占
"#$L\

!实施前
)T,

检出率为
%#"$\

!显著低于实施后的
!#$-\

"

!

!

4

"!#!&L!

!

!4%#%%%-

$%

QPTN

感染中!呼吸系统占
L'#LL\

!其次为泌尿系统占
&#LL\

!实施主动筛查培养模式后
!

年呼吸系

统感染率为
L&#.6\

!显著高于实施前的
L%#6$\

"

!

!

4""#.&L6

!

!4%#%%%&

$%结论
!

主动筛查培养模式能早期识别
QPTN

!指

导医护人员积极制定合理干预措施!控制
QPTN

感染%

关键词"主动#

!

筛查培养#

!

多重耐药菌#

!

控制#

!

效果

!"#

!

$%&'()(

"

*

&+,,-&$)./0(122&/%$)&$2&%11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56'--

"

!%"$

$

"-5!"L-5%.

!!

多重耐药$

QPT

&指对头孢菌素类*氟喹诺酮类*碳青霉烯

类*氨基糖苷类*

'

5

内酰胺酶抑制剂复合剂中
.

类及以上耐

药'

"

(

#近年来#伴随着新型抗菌药物的研发和应用#以及免疫抑

制剂和有创手术的开展#细菌耐药问题日益突出#多重耐药菌

$

QPTN

&感染率呈逐年升高的趋势'

!

(

#已经成为医院感染最主

要的病原菌#甚至部分细菌对临床现有抗菌药物或者
-

种以上

抗菌药物均耐药成为泛耐药菌'

.

(

)

QPTN

所致感染具有复杂

性*难治性的临床特征#主要包括呼吸道感染*泌尿道感染*外

科手术部位感染*医院获得性肺炎*导管相关血流感染等#常通

过接触传播#危及住院患者生命安全'

'

(

)另外#临床尚无特效

的抗菌药物#给临床治疗及医院感染控制造成极大困难'

-

(

#如

何控制
QPTN

感染已经成为广大医护人员及社区高度关注的

热点问题)为了有效控制
QPTN

医院感染#笔者自
!%"!

年
"

月实施主动筛查培养策略早发现*早隔离#旨在防控
QPTN

医

院感染#降低病死率并减轻患者家庭经济负担等#取得了显著

效果#现将其报道如下)

$

!

资料和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保健科*妇

科*产科*神经外科*重症医学科*普外科*血液科*肾内科*泌尿

外科*呼吸科*骨科*肿瘤科*神经内科*烧伤科*肝胆外科*血液

透析科*消化科*内分泌科*心内科等科室从痰等呼吸道标本*

中段尿*分泌物*无菌体液$胸腹水*穿刺液*引流液等&*血液*

脑脊液*粪便等标本中共分离细菌
$L-'

株#其中
QTPN"-'L

株#笔者收集
"-'L

例分离出
QPTN

株患者病历资料)

$#/

!

调查方法和内容
!

本次调查由主治医师和感染管理专职

人员依据患者临床症状和体征*微生物室检测结果等资料判断

QPTN

感染类型)调查内容主要包括!性别*年龄*疾病分布*

临床表现*辅助检查*

QPTN

感染类型*菌种分布*耐药率等)

$#'

!

药敏试验
!

采用购于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生产的全自动

微生物分析仪
VR7,̀ 5!)8G

D

@0>

及配套的细菌鉴定卡和药敏

卡鉴定细菌种类和药敏试验'

$

(

)质控菌为大肠埃希菌
+7))

!-6!!

*大肠埃希菌
+7)).!-"L

*铜绿假单胞菌
+7))!&L-.

*

金黄色葡萄球菌
+7))!6!".

)参照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

协会$

)UOR

&标准判定药敏结果'

&5L

(

)

$#1

!

QPTN

感染类型
!

QPTN

指的是对临床应用的
.

种及

以上抗菌药物耐药的细菌#且符合+医院感染诊断标准$试行&,

判定为医院感染'

6

(

%患者入院时已感染并检出
QPTN

判定为

社区感染%患者同一部位反复多次$

'

.

次&检出
QPTN

且为

同一种菌#但无感染症状则判定为定植'

"%

(

%如果患者检出

QPTN

#在
'LA

内复检菌株改变或者耐药情况改变#或者和其

他检测指标结果不一致则判定为污染'

""

(

)

$#2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c(aW,7-#$

软件进行药敏结果统

计#并将所得数据均录入
O2OO"L#%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

资料采用百分率$

\

&表示#进行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QPTN

检出及类型分布情况
!

!%"%

年
"

月至
!%"'

年
"

月共分离细菌
$L-'

株#其中
QPTN"-'L

株#占
!!#-L\

)

QPTN

检出率逐年升高#主要以医院感染和社区感染为主#占

LL#%-\

)实施主动筛查培养模式
!

年后
QPTN

检出率为

!.#-'\

$

6''

"

'%"%

&高于实施
!

年前的
!"#!'\

$

$%'

"

!L''

&#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4'#6"&L

#

!4%#%!$$

&)见表
"

)

/#/

!

QPTN

菌种分布情况
!

QPTN

菌中产超广谱
'

5

内酰胺

酶$

,ONU=

&阳性菌株占
$$#!"\

#其次为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

萄球菌$

QTO+

&占
"-#-%\

#

2PT5

鲍曼不动杆菌$

+N

&占

""#!'\

*

dPT5

铜绿假单胞菌$

2+

&

-#.$\

#耐碳青霉烯类肠杆

-

-L"!

-

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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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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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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