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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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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广州市荔湾区彩虹%逢源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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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上老年人的健康现状!为进一步防治老年人慢性病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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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对社区内
E"8E

名
G&

岁以上老年人进行健康体检!测定体质量指数"

!X;

$%血压%心电图%血糖%血脂%尿酸&

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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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标%高血压%心电图异常%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的男性分别检出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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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女性检出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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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该社区老年人高血压%高血

糖%高血脂%高尿酸的检出率较高!应采取有效的行为干预措施!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改善社区老年人的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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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物质水平的发展#近年来人们饮食生活习惯的改

变#使高血压'高血糖'高血糖/三高0人群越来越多(尤其我国

老龄化正呈上升趋势#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显得尤为重要(为社

区老人提供更优质的社区医疗服务#已成为社区卫生服务的工

作重点(本研究将
#&"%

年社区内
G&

岁以上老年居民的健康

体检结果进行综合分析#旨在制定更有效的预防'治疗措施#为

完善社区卫生服务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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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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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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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社区内参加健康体检的
E"8E

名
G&

岁以上老年人(其中男
"IGE

名#平均年龄为$

G%$#8hG$&E

&

岁%女
"H#&

名#平均年龄为$

GE$H#hE$EG

&岁(将其先按性别

分为男'女两组#每组再按年龄段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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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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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体质量指数$

!X;

&!测量体检老年人体质量和身

高#按公式进行计算!

!X;

为体质量除以身高的平方(血压测

量!静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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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温下#坐位#由经过培训的医务人员进行

测定#以
E

次血压测量的平均值作为最终结果(心电图!检查

者取仰卧位#平静呼吸#全身放松#避免肌肉颤抖#由具有资质

的医务人员行常规心电图检查并记录结果(血糖'血脂'尿酸!

清晨空腹采集静脉血
#

'

EJ:

#离心后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进行血糖'血脂$总胆固醇&和尿酸的测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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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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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原卫生部-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

防控制指南.推荐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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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异常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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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电图异常!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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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诊断学.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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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糖!空腹血糖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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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脂!总胆固醇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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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酰甘油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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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异常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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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升高即判为血脂异常%尿酸!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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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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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高尿酸血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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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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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软件处理数据#计数

资料用例数和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计量资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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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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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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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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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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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性别及各年龄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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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标'高血压'心电图异常

检出率比较
!

不同性别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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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标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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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心电图异常男性检出率高于女性#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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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随年龄的增长逐步降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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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前男性
!X;

超标比例高于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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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后反之(高血

压患病率'心电图异常随年龄增长而增加#男性总体检出率高

于女性#各年龄组间水平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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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同性别大于或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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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性别及各年龄组的血清
E

项指标检出率比较
!

不同

性别间血糖'尿酸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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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脂

的检出率女性明显高于男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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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各年龄组间
E

项指标的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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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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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各年龄组间血糖'血脂的检出率无统计学上的差

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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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尿酸检出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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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性别及各年龄组的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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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指标水平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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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性

别间血糖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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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组总体血脂

水平均高于男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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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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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指标的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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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龄组间血糖'血脂的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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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尿酸水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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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年龄组最高#随年龄的增长而下降#

具有统计学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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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饮

食和生活习惯的改变#使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三高0在人群

中的出现越来越普遍(据世界卫生组织$

<.\

&报告显示#每

年全球因脑卒中和冠心病死亡的人数为
"H%&

万例#心血管疾

病居死因首位#平均每
E

例中就有
"

例(而在我国#冠心病和

脑卒中同样是致死的重要原因(目前#高血压'高血糖'高血

脂'高龄和高体质量$肥胖&及吸烟为公认的冠心病五大危险致

病因素)

E7I

*

(因此#在老龄化和高龄化高速发展的今天#了解与

掌握社区老年人的健康现状#对社区老年人的慢性病'常见病

的预防宣教'诊治'管理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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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年来众多研究已证实#血压水平与血糖'血脂水平密切

相关)

H7C

*

(本研究结果中显示#本次
G&

岁以上社区老年人
!X;

超标'高血压'心电图异常'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的男性检出

率为!

%H$G#D

'

EI$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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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女性检出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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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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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内文献)

"&

*的调查报道结果基本一致#

说明我国老年人是慢性病患病的主要高危人群(营养过剩和

运功量减少是威胁老年人健康的重要原因(在本次调查过程

中#虽然不同性别间
!X;

超标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高

血压'心电图异常男性检出率高于女性(提示在进行健康教育

和干预时#要充分考虑到男女因社会角色不同而导致的就医行

为的差异#做到有针对性地进行健康护理干预#着重调动男性

老年人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健康的自我管理中来#提高其对自身

健康的关注度和疾病的预防保健意识(

研究中发现女性总体血脂水平均高于男性#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K

%

&$&%

&(分析原因可能与女性运动少和雌激素水平

下降有关(运动可以促进肌肉对脂肪的供能需求#促进脂类分

解和糖异生#从而促进肌肉糖类的代谢(雌激素能促进血脂的

降解和排泄#女性绝经后雌激素水平明显降低#脂质代谢紊乱

加重#因此绝经成为女性冠心病的特殊危险因素)

""

*

(

结果中还显示#男性组中尿酸检出率和尿酸水平以
G&

'%

H&

岁年龄组最高#随年龄的增长而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K

%

&$&%

&(痛风病的无症状期仅表现为血尿酸增高#故建议

血尿酸增高者应控制高蛋白饮食#特别是动物内脏'红肉'海

鲜'啤酒等#并控制个人体质量#每
E

个月复查
"

次#避免发展

为痛风(

通过本次对社区内
G&

岁以上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进行调查

研究#体检结果的汇总分析#一方面反映了社区老年居民的健

康现状#较准确地掌握了影响老年人健康的主要危险因素#同

时为进一步制定和实施健康管理'宣传教育'预防和治疗措施

提供了具体的科学依据(下一步将与相应的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结合本次的调研结果#根据不同年龄组的健康情况#制定有

针对性的行为干预措施#包括健康宣传#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

合理饮食#控制/三高0#并定期监测相应指标#做到早发现'早

控制'早治疗#降低危险因素#改善和提高辖区内老年人的生活

质量和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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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延续性护理在门诊癫痫儿童中的应用

聂
!

珊!贾秀英#

"贵州医科大学!贵阳
%%&&&I

$

!!

摘
!

要"目的
!

提高癫痫儿童家长对疾病知识的了解%维持患儿血药浓度稳态!促进患儿复诊的规范性&方法
!

将
8#

例服用

丙戊酸钠治疗癫痫的患儿随机分为延续护理组和对照组!延续护理组提供个性化延续性护理服务!包括建立健康档案%复诊及注

意事项提醒%成长与药物追踪%建立沟通平台%疾病知识宣传等&以家长对疾病知识掌握情况%血药浓度控制情况%计划外复诊率

为评价指标&结果
!

延续护理组患儿家长对疾病知识的掌握得分优于对照组!血药浓度控制情况更佳!结果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K

%

&$&%

$!延续护理组计划外复诊率低于对照组&结论
!

延续性护理对门诊癫痫儿童有明显的健康促进作用!有利于提高治疗

的规范性&

关键词"延续性护理#

!

癫痫#

!

儿童#

!

血药浓度#

!

门诊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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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1

文章编号"

"GH#7CI%%

"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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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癫痫是一种由脑内神经元反复发作性异常放电所引起的

突发性和一过性脑功能障碍)

"

*

#严重危害着患儿的身心健康#

除癫痫持续状态或难治性癫痫外#大多数患儿在门诊确诊后一

般不需住院便可制定用药方案带药回家#但由于大多数患儿家

长缺乏具体的健康知识#部分患儿回家服药后若短时间内未再

发作#按时复诊的依从性较差#造成患儿的用药信息不清晰$如

血药浓度维持不稳定'发生药物副作用等&或脑电图监测不及

时等#阻碍了医生对病情进展的判断#长期如此可导致癫痫再

次发作(为此#本院尝试对部分门诊癫痫儿童提供延续性护理

服务#旨在提高家长对疾病知识的了解'促进患儿治疗的规范

性#从而更好地控制病情#取得良好效果(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

G

月于本院儿科门诊初次确

诊为癫痫并使用丙戊酸钠$

Z21

&作为主要用药的患儿(纳入

标准!$

"

&接受治疗方案%$

#

&居住地在医院辐射范围内且固定%

$

E

&知情同意(排除标准!$

"

&治疗期间发生重大变故不能参与

研究者%$

#

&已开始规范化治疗大于
"

年且家长已掌握复诊时

间的患儿(共
8#

例患儿列入研究#年龄
#

'

C

岁#男孩
I8

例#

女孩
EI

例(延续性护理组与对照组患儿对比一般资料$年龄'

性别'发作类型'家庭一般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K

&

&$&%

&(

$$/

!

方法
!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儿分为延续性护理组和

对照组#两组均在门诊就诊时由医生交代服药注意事项和复诊

时间#以及癫痫的急救措施($

"

&延续性护理组#制定个性化的

延续性护理服务方案#主要内容包括!

,

建立健康档案#患儿就

诊后
"

周'

"

个月'

E

个月'

G

个月由研究人员主动打电话询问

患儿病情并由专业人员给与建议%

-

提醒随访时间'指导家长

在患儿检测血药浓度的当天上午不能服任何药物#以免影响检

查结果#禁食禁饮以便一同抽血检查血常规和肝肾功能#判断

是否发生药物引起的不良反应%

.

每月初指导家长正确为患儿

称体重#了解患儿体重变化及癫痫控制情况#提供门诊复诊调

整药物的建议%

2

教会或协助患儿家长在复诊前进行网上预

约#避免门诊挂号已满造成患儿及家长在路途上浪费时间和精

力%

3

建立网络交流平台#提供儿童心理行为培养指导资料#必

要时对患儿进行家庭访视%

4

通过网络
jj

'微信'短信的形式

发送癫痫相关知识#包括急救处理'相关检查的目的和时间'患

儿的活动和行为培养等($

#

&对照组#患儿门诊就诊时行常规

健康宣教$包括用药知识'复诊时间与项目'急救知识等&#在医

嘱的复诊时间过后
"

个月仍未复诊的患儿打电话询问失访原

因#并提醒复诊(若患儿在研究期间转向他院治疗#则终止本

院的延续护理服务(

$$'

!

评价标准

$$'$$

!

患儿家长健康知识得分
!

自制癫痫儿童家庭疾病知识

调查问卷#内容由病情的记录与观察'药物使用方法'急救知

识'复诊的时间及意义
I

个维度共
"%

个小题组成#分别于初诊

时和干预
G

个月后复诊时发放给患儿家长填写(各小项根据

家长的答案分别给予
&

分$错误&'

"

分$部分正确&'

#

分$完全

正确&#总分
E&

分(该问卷经过信度测试#

3?B+@,ON̂=

"

系数

为
&$HG

(评分越高#说明知识掌握情况越好(对不能阅读的

家长采用通俗语言提问的方式作答(

$$'$/

!

血药浓度
!

Z21

血药浓度$谷值&参考值为
%&

'

"&&

%

R

"

J:

#干预
G

个月后对复诊的两组患儿对比其血药浓度$谷

值&控制情况(

$$'$'

!

门诊复诊性质
!

对比两组患儿门诊随访次数及时间#

是否发生了计划外的复诊$如对与疾病有关的知识或养育知识

存在疑问而再次复诊询问&(

$$1

!

统计学处理
!

将原始数据录入
'2''"H$&

统计软件#计

量资料用
Oh9

描述#组间比较采用
H

检验#计数资料用频数'

百分比描述#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检验水准
"

a&$&%

#以

K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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