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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护理干预对肿瘤住院患者腕带佩戴正确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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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精细化护理干预对肿瘤住院患者腕带佩戴正确率的影响$方法
!

将
/+!"

例肿瘤科住院患者按入院时

间先后顺序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试验组
,,"

例!对照组
4+"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的方法!试验组通过采用常规方法的同时

给予精细化护理干预!观察两组患者腕带佩戴的正确率$结果
!

试验组患者腕带字迹清晰率%标识正确率%松紧适宜率%腕带佩戴

正确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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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腕带倒置率低

于对照组"

41"02GC1/+10,2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0

#$结论
!

精细化护理干预能明显提高肿瘤住院患者腕带

佩戴正确率!确保患者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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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腕带是指系在患者手腕上#标有患者姓名-性别-年

龄-登记号等重要资料的身份识别带'腕带技术的应用较传统

的方法方便了医护人员对患者身份的识别#降低了医疗差

错(

/

)

'美国医疗机构联合认证委员会$

.̂5&[

%制定了国际患

者安全管理目标#其目标之一即正确识别患者(

#

)

'为加强患者

的安全管理#将标识腕带应用于所有患者#可以正确识别患者#

提高腕带佩戴正确率'本院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患者佩戴正确

率低#患者对腕带佩戴的依从性低#对腕带使用认知不足甚至

产生抵触情绪'本研究旨在通过精细化护理干预#提高患者腕

带佩戴正确率和提高了护理安全性#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1$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3!

月收治的腹部肿瘤患者

/+!"

例#将其按入院时间先后分为两组#

/

月-

#

月入院的患者

4+"

例为对照组#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0

#

4,

岁#平

均
0!

岁&

*

月-

!

月入院的患者
,,"

例为试验组#其中男
!7"

例#女
*7"

例&年龄
#0

#

4,

岁#平均
0,

岁'两组患者在性别-

年龄等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1"0

%'入选标准!

住院
*G

以上#神志清楚及能正确表达自己意愿#入院时均发

放条形码腕带'

$1/

!

方法
!

对照组采用常规的方法#即患者入院时由责任护

士经双人核对无误后根据患者手腕的大小选择合适的小孔扣

好#松紧度以能容纳患者一指间隙为宜'责任护士向患者讲解

使用腕带的重要性和注意事项#告知患者及家属腕带质地柔

软#防水性能好且抗菌抗过敏#为确保治疗的准确性#住院期间

均需佩戴#不可随意取下#直到患者出院时由护士用剪刀拆除

并统一处理(

*

)

'试验组在常规方法的基础上采用以下精细化

护理干预'

$1/1$

!

加强护士的培训
!

多种形式和多种渠道的护士培训可

以提高护理人员质量管理的安全意识#达到持续质量改进的目

的(

!

)

'对规范化培训的护士及低年资护士进行培训和教育#包

括相关法律法规-正确佩戴腕带的方法及对患者的健康教育和

教育策略-入院评估要点等#做好入科宣教#转变传统的查对方

式$呼唤患者姓名-床号%&需用
*

种以上的方式对患者身份进

行识别$登记号-姓名-床号%#医护人员应提高自身对患者佩戴

腕带重要性的认知#责任护士为所管患者正确佩戴腕带#检查

腕带字迹是否清晰-字体方向是否正确-是否倒置佩戴'应以

查对者视角为正#是否漏贴标识#如药物过敏-跌倒-压疮-多重

耐药菌等标识是否准确#确保患者身份识别的唯一性及准确

性#便于提高护理工作效率#从而提高医务人员执行患者身份

识别的依从性'

$1/1/

!

规范腕带佩戴流程
!

整理腕带佩戴流程如下!入院服

务中心将条形码腕带和入院手续交给患者或其家属&患者及其

家属携腕带和入院手续至相应科室护士站报到&责任护士经双

人查对无误后将条形码腕带松紧适宜的佩戴在患者腕部#以能

保留患者本人一指空隙为宜#并介绍佩戴腕带的重要性及其必

要性&各项医疗-护理操作均查对并扫描条形码腕带#如有遗失

或污损-转科-佩戴倒置等及时补上或更换&出院时由责任护士

确认无误后取下腕带'

$1/1'

!

优化入院介绍和健康宣教
!

个体化的入院介绍和评估

可以明显提高护理满意度#提升护理工作质量(

0

)

'简单的依赖

口对口健康教育及健康教育资料的发放等方法#患者难以有直

观的感受#效果欠佳'运用移动查房车#采用
VV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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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生动形象的视觉冲击#呈现出显著成效'借用查房车可移动

的优势#全面-个性化的宣传平台得以铺展'不仅优化了工作

流程#延伸了护理工作的方式#更增加了护患沟通&新颖的方式

让患者及家属认识到正确佩戴腕带的重要性#提高正确佩戴腕

带的依从性#让患者更深入体会优质护理服务#体现了医院高

质量#人性化的服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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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团体认知行为疗法
!

认知行为疗法$

.Y8

%是一组

通过对患者认知和行为进行改变的方法来矫正患者的不良认

知#从而使患者不良情绪和行为消除的心理疗法(

+

)

'且团体治

疗能在同一时间内让更多的患者接受治疗(

4

)

'对新入院患者

进行心情指数评估#对异常的患者采取团体认知行为疗法'人

员准备!整个过程由两名经过心理学专业培训取得国家心理质

询师证书的医生和护士做指导者#住院后立即开始团体心理治

疗#每周
#

次#每次持续
*"L:;

左右'人员组织!每次活动
,

#

/"

人为
/

个治疗团体#

/

名医生做指导者#

/

名护士协助'辅

导方案!让患者说出目前的心理状况-顾虑-是否愿意佩戴腕

带-是否知晓正确佩戴及正确佩戴腕带的重要性#并在此次团

体治疗中解除患者的顾虑#改善焦虑-抑郁-恐惧等消极情绪#

正确认识疾病#提高生活质量和腕带佩戴准确率'

$1/12

!

腕带双核查对
!

腕带是识别患者身份及保证安全治疗

和护理的有效工具#必须严格执行.查对制度/#并将腕带标识

统一规范粘贴'执行各项治疗和护理操作时#对住院患者采用

腕带双核查对#即使用个人数码助理$

V)5

%#经医院信息中心

完善功能和程序后#运用于护理工作中#可随身携带'使用

V)5

扫描腕带条形码#同时询问患者登记号来同步确认其身

份#执行医嘱进行护理操作'若扫描腕带时或者责任护士在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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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病房时发现患者腕带遗失-倒置-污损-过松或过紧时#应及

时予以干预#确保患者信息的准确性'

$1/1)

!

建立移动护理系统完善腕带功能
!

患者身份识别时#

可能会因语言不通等因素影响询问及互动#不能有效识别患者

身份#给治疗和护理工作带来不便甚至偏差'建立移动护理系

统即护理操作中使用包含患者全部信息的移动查房电脑和

V)5

#每日早晚由责任护士根据移动查房电脑床位图中患者信

息核对患者腕带信息及住院床头卡标识是否一致#保持腕带信

息及时更新和腕带功能及时完善'同时在下午护理工作相对

较少时#运用移动查房电脑向患者及家属播放和展示正确佩戴

腕带的方法及其重要性#进一步提高腕带佩戴准确率#使医院

对患者的安全管理得到进一步加强#医疗风险降低#医务人员

在各项医疗治疗和护理工作中对患者身份识别的准确性提高'

$1/1.

!

持续质量改进
!

V).5

循环是持续质量改进的基本方

法#

V).5

循环可分为计划$

N

DA;

%-实施$

G9

%-检查$

CB=CR

%-处

理$

AC?:9;

%

!

个阶段#是不断循环-不断提高的过程'每日床旁

交班时护士长检查所有患者腕带的佩戴情况#并分析原因提出

整改措施'建立腕带佩戴的奖罚制度#进一步促进全科护理人

员重视#人人积极参与'根据科室具体情况#把问题落实到各

班职责中'

$1/1P

!

加强腕带使用部位的观察
!

注意观察腕带佩带部位的

皮肤有无擦伤及是否影响手部血液循环-松紧是否适宜-患者

感觉是否舒适等&腕带应选用无毒-防水-防过敏且抗菌的材

质#制作工艺良好#使用过程中不会损伤患者'根据不同年龄-

手腕大小进行调适#松紧适度以能保留患者一指间隙为宜#避

免太松而脱落#太紧而勒伤#既不影响患者舒适度又能阻止患

者自行取下'

$1'

!

观察指标
!

字迹清晰率!字迹清晰数占总数的百分比&标

识正确率!腕带标识漏贴-多贴数占总佩戴数的百分比&腕带倒

置率!佩戴后字体信息倒置-未以查对者视角为正数占总佩戴

数的百分比&腕带佩戴松紧适宜率!患者佩戴松紧适宜数占总

佩戴数的百分比&腕带佩戴正确率!腕带无倒置-标识正确-字

迹清晰数占总佩戴数的百分比'

$1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V$$/+1"

对数据进行处理#计数资

料的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1"0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结
!!

果

试验组患者的腕带字迹清晰率-标识正确率-腕带佩戴松

紧适宜率以及腕带佩戴正确率均高于对照组#腕带佩戴倒置率

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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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干预后腕带佩戴情况的比较%

0

#

2

$&

组别
0

腕带字迹清晰 标识正确 腕带佩戴倒置 腕带佩戴松紧适宜 腕带佩戴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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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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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1"" "1"" "1""

'

!

讨
!!

论

肿瘤科患者存在较为严重的心理问题#需要医护人员尽早

发现并给予干预#开展团体认知行为疗法显得尤为重要#可以

帮助患者正确认识疾病-正视心理变化-促进医患沟通-提高腕

带佩戴依从性'应用精细化护理干预#可以改变医务人员的

知-信-行情况'由于肿瘤科患者治疗涉及化疗药物#其剂量是

根据患者体质量及体表面积计算#且中毒剂量与治疗量相近#

切不可出现差错#因此#必须增强医务人员的责任心#增加患者

对医务人员的信任'运用移动查房电脑#采用
VV8

-视频-图

片等生动形象的视觉冲击形式#可以让患者及家属认识到正确

佩戴腕带的重要性#并且提高其佩戴依从性#从而提高腕带佩

戴的正确率'本研究结果显示#试验组患者腕带字迹清晰率-

标识正确率-松紧适宜率-腕带佩戴正确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腕带倒置率低于对照组#腕带佩戴正确率由
0/1,!2

上升到

,,1402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0

%#原因可能为!$

/

%对照

组佩戴腕带操作流程未做具体详细的规定-健康教育及入院介

绍欠完善-医务人员责任心不强-移动护理系统未灵活应用&

$

#

%肿瘤患者反复入院#患者再次办理入院手续时多由家属代

办#不能及时佩戴腕带&$

*

%其他辅助科室$超声科-影像科等%

对腕带重视不够'以上结果均说明应用精细化护理干预对腕

带佩戴正确率的影响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由此可见#应加

强对腕带使用的日常管理#把腕带的使用管理纳入护理安全管

理的监控范围内(

,

)

'

综上所述#应用精细化护理干预后患者佩带腕带正确率明

显提高#但正确率还未达到
/""1""2

#因此应加强患者腕带的

监管#严格执行腕带标识制度及双核查对制度-规范腕带佩戴

流程-建立移动护理系统完善腕带功能-对佩戴腕带有抵触心

理的患者进行团体认知行为疗法等精细化护理干预#进一步加

强医院对患者的安全管理#避免医疗风险'提高医务人员在各

项医疗护理工作中对患者身份识别的准确性#也是医院现代

化-正规化医疗管理的发展方向(

7

)

#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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