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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病毒种类较多!

且不同年龄段%不同季节其变异性较大!临床医师需要根据患儿的疾病临床特征!及早进行病毒的检测!为患儿早期的治疗提供更

好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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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呼吸道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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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儿童最常见的呼吸道疾病#其

中
?'b

是由病毒感染引起的#而其他病原体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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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由于抗菌药物的广泛应用#呼吸道病毒感染发生率呈上升

趋势'呼吸道病毒感染力强*传播速度快#尤其以儿童感染率

高#并且随着地区*年份*年龄及季节不同而不同'本研究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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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道病毒是儿童
37<9

的重要病原体#最常见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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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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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道病毒的传播特点导致了在儿

童中的感染率极高#非常容易造成流行#因此儿童是我国卫生

机构的重点检测对象(

$

)

'有研究指出#呼吸道病毒在不同的地

域*年份*季节及年龄等方面有很大不同'因此#早期*及时及

准确的诊断出呼吸道病毒感染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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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显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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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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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中#呼吸道病毒检测总

阳性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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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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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和地区不

同有关#另一方面和呼吸道病毒的检测方法有关'病毒的阳性

率每年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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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3*W

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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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呼吸道感染主要的病原体'这种差异和本

地区的气候特点*病毒流行种类及儿童的易感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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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患儿中#年龄越小#感染率越高#并且随着年龄增

长#呼吸道病毒的感染率降低#这与罗均彪(

?

)的研究相一致#且

感染率在各年龄组之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在

性别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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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感染率最低#而随着年龄增长感染率有增高趋势#且与其

他各年龄组之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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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率最高'这种年

龄之间的流行特点是由于
&

岁以上的儿童到了上幼儿园和小

学的阶段#需要适应群居生活#病毒暴发时容易相互传染#这种

生活特点增加了呼吸道病毒感染的机会'此外#不同的季节之

间儿童呼吸道病毒感染情况也不同'本研究中夏季高发#并且

夏季与春季*冬季之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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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呼吸道病毒种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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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占的比例最高#总的呼吸道

病毒季节的流行特点也由
3*W

的流行特点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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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导致人类呼吸道感染最常见的病原体之一#主要

经呼吸道飞沫传播#少数可经胃肠道*眼结膜等途径传播'作

为一种可导致大规模的流行的病原体#受到世界各地的重视#

近几年来关于
3*W

感染暴发流行的报道不断增加#因此在国

内外都对
3*W

进行了连续多年的监测研究(

>

)

'本研究中

3*W

的阳性率为
?:@(b

#夏季较高#

'

"$

&

岁儿童为易感人

群#这与较多报道相一致(

"'6""

)

'另外#

3*W

常见于
'

"$

&

岁

的患儿#主要与此年龄段的儿童缺乏特异性抗体有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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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W

的检出率主要受气候因素中的温度影响#温度越高#

3*W

易形成较大的气溶胶#使病毒存活时间延长#此时
3*W

的感染性强#从而在患儿中的检出率高#每年都可以见到其感

染高峰期#以夏季多见#这与国外的报道相一致(

""

)

'在临床

中#

3*W

感染后临床表现重'

3*W

肺炎表现为重症肺炎#因

治疗困难#所以如何做到早期检测*诊断及进行早期积极有效

的治疗尤其重要'

79W

也是呼吸道感染中常见的病原体#在国内外的一些

地区报道
79W

仍处于呼吸道病毒感染的首位'而本研究显示

79W

的阳性率为
&:4@b

#低于文献中的广州*兰州等地区#流

行季节与台湾地区的春秋季节相一致#而与昆明*苏州等地的

冬季不一致(

"&

)

'

79W

感染好发于春秋季节#感染以
&

岁以上

的儿童为主'与文献(

"%

)中报道
79W

好发于
$

岁以内的儿童

不相一致#这与本地区的地理位置和气候还有本地区儿童的身

体特征有关'

8<W

及
<QW

在本研究中感染率均较低#阳性率分别为

":@(b

及
':"(b

#而
$'"4

年
8<W

有增高趋势'这两种病毒感

染率低且流行季节与一些地区不同#这也与地理位置*气候特

点及检测方法有关(

"46"@

)

'

综上所述#通过分析本地区
$'""]$'"4

年呼吸道病毒感

染患儿的流行规律#可为儿童
37<9

提供更为准确*快速的病

毒学资料#为尽早诊断疾病*减少疾病传播*防止抗菌药物滥用

提供可靠依据'同时#掌握本地区儿童呼吸道病毒的流行病学

特征#可对疾病进行有效监测防止大规模流行有着重要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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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手术室护理质量评价及患者满意度维度间关系

杨
!

莹!李
!

莉#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手术室!沈阳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患者满意度与手术室护理质量各维度之间的关系&方法
!

随机选取该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入

院治疗的
&''

例手术患者和
"4'

例手术室护士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

患者对手术室的护理质量总评分中位数

为
%:@@

!位于比较高的水平'护士对护理的质量总评分中位数为
%:&'

!两组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护士和患者对

手术室的护理质量评价的比较!除支持维度的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其他维度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4

$!并且患

者评分要高于护士&手术室的护理质量各个维度的评分越高!手术患者对手术室的护理满意度也越高!手术室的护理质量得分与

患者满意度呈正相关"

!

$

':'4

$&结论
!

患者满意度与手术室护理质量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提高手术室护理质量可提高患者满

意度!提高患者对医护人员的信任度!有利于构建和谐医护关系!促使医护人员提高业务素质!提升整体服务质量&

关键词"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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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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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3

文章编号"

"@($6>%44

"

$'"(

$

"46$$?%6'%

!!

由于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老龄化持续发 展#每年的手术患者也日益增多#

$''?

年
[;,

公布的数据显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4

期
!

AJL+HG!-DK

!

31

C

12E$'"(

!

WB-:"%

!

TB:"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