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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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护理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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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全球一年大约有
$:&4

亿次手术(

"6$

)

'手术室作为一所医院

的重要部分#是一个高危险的重点科室#也是抢救和外科治疗

的重要场所#因此其护理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整个医院护理

质量的高低#手术室的护理质量是整个医院护理质量的重中之

重'如何客观地反映患者的需求#实现手术室护理质量的不断

改进#对手术室护理质量的真实评价已经成为管理手术室的重

要内容(

&64

)

'

本文运用手术室护理质量量表$

S8T!9

%的中文版#从护

士和患者两个不同角度出发#对比手术室的护理质量#对患者

和护士对手术室的护理质量的评价进行比较#分析对手术室的

护理质量影响因素的评价#旨在找出患者满意度与手术室的护

理质量各方面之间的关系#更好地为患者服务#为完善手术室

的护理质量提供有力依据'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本次研究随机选取本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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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纳入标准
!

护士!$

"

%获得护士执业证书&$

$

%在手术室的

护理工作满
"

年及以上&$

&

%知情且同意#自愿参与本研究'患

者!$

"

%年龄满
"?

岁且小于
?'

岁的住院患者&$

$

%手术后经过

麻醉后恢复室康复回到病房的患者&$

&

%体力耐受#意识思维清

晰#具有书写阅读能力#由相关人员的帮助或能够独立完成问

卷&$

%

%家属和患者知情且同意#自愿参与本研究'

$:'

!

排除标准
!

护士!$

"

%手术室实习*进修的人员&$

$

%调查

问卷期间不在岗的人员'患者!$

"

%门诊手术的患者&$

$

%有意

识障碍的患者或精神疾病的患者&$

&

%在问卷调查时无意识*非

常虚弱*谵妄或需要特级护理的患者&$

%

%对于在整个手术期间

没有记忆的患者&$

4

%手术后没有经过麻醉后恢复室康复#直接

回重症监护室或病房的患者'

$:1

!

方法
!

本次研究是描述性非实验性研究#运用调查问卷

进行收集数据#所采用的问卷共有
&'

个条目'问卷主要内容!

手术室护士资料的调查表*手术患者资料的调查表*手术患者

对手术室的护理满意度的评价表以及
S8T!9

'

S8T!9

维度!

给予信息$

&

个条目%*环境$

%

个条目%*身体的护理$

"'

个条

目%*医务人员的特征$

&

个条目%*支持$

&

个条目%*护理的流程

$

&

个条目%以及尊重$

%

个条目%

(

""6"$

)

'

S8T!9

量化表使用

AD̀HIE4

级积分法#调查问卷的每个问题都有
4

个评分的尺

度!

4=

完全同意&

%=

同意&

&=

不清楚&

$=

不同意&

"=

完全不

同意'最后的总评和维度得分为条目分数的平均值'手术患

者对手术室的护理满意度的评价#依然采用
4

级评分的方法来

评分#

"

"

4

分表示很不满意*不满意*一般*满意和非常满意'

S8T!9

量表护士版的总量化表
!IBKLJF5a

&

的系数为
':>"&

#

每个因素
!IBKLJF5a

&

的系数为
':@4"

"

':?&4

&量化表重测的

信度为
':>>@

&分半信度为
':??@

#跨时间稳定性较好'每个因

素和量化表总分之间相关的系数为
':(&&

"

':>'"

#每个因素之

间的系数为
':%""

"

':('"

'

S8T!9

量表手术患者版的总量化

表
!IBKLJF5a

&

的系数为
':>"(

#每个因素
!IBKLJF5a

&

的系数为

':@4(

"

':?&>

&量化表重测的信度为
':>>@

&分半信度为
':(@'

#

跨时间的稳定性较好'每个因素和量化表总分之间相关的系数

为
':(4&

"

':>'&

#每个因素之间的系数为
':&4&

"

':@'$

'

$:2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9899$':'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中位数和四分位数的间距(

5

$

!

$4

#

!

(4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

$ 检验'

以
!

$

':'4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护士一般资料分析
!

调查结果显示#

"4'

例护士中男
">

例$

"$:@b

%#女
"&"

例$

?(:%b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

例

$

%:'b

%#本科
?@

例$

4(:4b

%#大专
4(

例$

&(:@b

%#中专
"

例

$

':>b

%&未婚
?@

例$

4(:'b

%#已婚
@&

例$

%$:"b

%#离异或丧

偶
"

例$

':>b

%&年龄
%

%'

岁有
""

例$

(:4b

%#年龄
&'

"'

%'

岁有
&@

例$

$%:'b

%#

'

&'

岁有
"'&

例$

@?:4b

%&工作年限

@

"'

"'

年有
4"

例$

&&:4b

%#

'

4

年有
>>

例$

@@:4b

%&主管护

师
$$

例$

"4:'b

%#护师
%"

例$

$(:&b

%#护士
?(

例$

4(:(b

%&

正式编 制 的 护 士 有
4"

例 $

&%:'b

%#合 同 编 制 有
?(

例

$

4?:'b

%#临时编制有
"$

例$

?:'b

%&管理责任护士
"$

例

$

?:%b

%#苏醒室护士
"%

例$

>:&b

%#巡回护士
%&

例$

$?:&b

%#

洗手护士
?"

例$

4%:'b

%'

/:/

!

患者一般资料分析
!

调查结果显示#

&''

例患者中#男

"%$

例$

%(:%b

%#女
"4?

例$

4$:@b

%&年龄
"?

"'

&'

岁
%%

例

$

"?:&b

%#

&"

"'

@'

岁
">?

例$

@$:%b

%#

@"

"'

?'

岁
4?

例

$

">:&b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

例$

%:4b

%#大专及本科
(4

例

$

$4:"b

%#高中及中专
?"

例$

$(:"b

%#初中及以下
"&&

例

$

%&:&b

%&未婚
&4

例$

"":(b

%#已婚
$%&

例$

?":'b

%#离异或

丧偶
$$

例$

(:&b

%&医疗付费采用医保
"%$

例$

%(:&b

%#新农

合
""(

例$

&>:'b

%#自费
&&

例$

"":'b

%#公费
?

例$

$:(b

%&学

生
"4

例$

4:'b

%#农民
""$

例$

&(:&b

%#工人
&"

例$

"':&b

%#

军人
4

例$

":(b

%#职员或公务员
4$

例$

"(:&b

%#退休人员
4'

例$

"@:(b

%#其他
&4

例$

"":(b

%&家庭居住地在农村
""?

例

$

&>:&b

%#城镇
"?$

例$

@':(b

%&有手术史者
"'&

例$

&%:&b

%#

无手术史者
">(

例$

@4:(b

%&手术类型中#急诊手术者
%%

例

$

"%:(b

%#择期手术者
$4@

例$

?4:&b

%&采用局部麻醉者
4'

例

$

"@:@b

%#全身麻醉者
$4'

例$

?&:%b

%'

/:'

!

患者和护士
S8T!9

维度得分比较
!

正态性检验结果显

示#护士和患者对于手术室的护理质量的各维度得分呈偏态分

布#所以使用
5

$

!

$4

#

!

(4

%进行描述#见表
"

'护士和患者

S8T!9

评分的比较#除支持维度的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

%#其他各维度得分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4

%'患

者
S8T!9

总分为
%:@@

$

%:&$

#

%:?'

%高于护士的
S8T!9

总分

(

%:&'

$

%:'"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

表
"

!!

护士和患者
S8T!9

维度得分比较&分'

5

#

!

$4

'

!

(4

$(

组别
)

医务人员特征 尊重 环境 身体护理 护理流程 接受信息 支持

患者
&'' 4:''

$

%:(@

#

4:''

%

4:''

$

%:&%

#

4:''

%

%:(4

$

%:$%

#

4:''

%

%:('

$

%:%>

#

%:>"

%

%:4'

$

&:>>

#

%:>>

%

%:%'

$

&:>>

#

%:(>

%

%:$4

$

&:(@

#

%:4'

%

护士
"4' %:4'

$

%:''

#

4''

%

%:4'

$

&:>>

#

%:>>

%

%:$4

$

%:''

#

%:(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 ]?:&>( ]&:('% ]4:?@( ]?:("> ]4:4>' ]&:($( ]':$'@

!

$

':'4

$

':'4

$

':'4

$

':'4

$

':'4

$

':'4 ':?&4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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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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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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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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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护理质量各个维度间关联性分析
!

对手术患者进行问卷

调查时#在
S8T!9

量化表后提供了有关患者对手术室的护理

的满意度评分#同样使用
4

级评分法'以患者满意度为因变

量#患者对护理质量的评价维度为自变量#进行
9

0

HJI/JK

相关

分析#结果表明#

S8T!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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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8T!9

得分与患者满意度呈正相

关$

!

$

':'4

%#见表
$

'

表
$

!!

患者满意度与
S8T!9

各个维度间的相关性分析

维度
" !

身体护理
':4%%

$

':'4

接受信息
':44@

$

':'4

支持
':4"?

$

':'4

尊重
':4&4

$

':'4

医务人员特征
':&>"

$

':'4

环境
':%?"

$

':'4

护理流程
':4>&

$

':'4

'

!

讨
!!

论

!!

手术患者对
S8T!9

总评分中位数为
%:@@

#说明患者对护

理的质量有着较高的评价#各维度评分由低到高依次为支持*

接受信息*护理流程*身体护理*环境*医务人员特征*尊重'尊

重维度是评价最高的#说明患者认为在手术的过程中能够得到

尊重*没有感到尴尬是非常重要的'护士对护理的质量总评分

中位数为
%:&'

#各维度评价由低到高依次为护理流程*支持*接

受信息*环境*身体护理*医务人员特征*尊重'尊重维度也是

评分最高#说明护士认为在手术中对患者做到充分尊重#不使

患者感到尴尬#患者的隐私得到保护也是非常重要的'

通过对比#除了支持维度外#患者和护士在其他各维度的

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的意义$

!

$

':'4

%#并且患者的评价高于

护士的评价#这和国外研究的结果一致(

@

)

'原因可能为以下几

个方面'首先#护士对手术室的护理质量评估是依据他们在手

术室长期的感知做出的#手术室作为一个高负荷*运作速度快*

高强度的科室#在这个环境下#护士对于自身护理的质量评价

表现为不自信#以为自己给予的护理手术患者会不满意#然而

患者评价都取决在手术室里的主观感受'其次#护士有比较专

业的保健*卫生知识#在对患者的护理上有更多专业的知识和

可能造成结果的预知和分析'最后#手术患者可能会担心评分

太低将影响到后续的治疗而不愿意表现出真实的想法#导致评

分偏高'

本调查结果显示#患者的满意度与
S8T!9

各个维度都呈

正相关$

!

$

':'4

%#即患者的满意度越高#患者对于手术室护

理的质量也越高'本调查显示#让患者知道必要的信息可以提

高患者满意度'有调查显示#

4$:"b

和
4%:&b

的患者认为手

术室的手术过程*环境等信息提供的足#手术患者对手术的信

息需求非常强烈(

(6?

)

'目前我国手术室的护理存在手术前的访

视和手术后的随访很低*访视的内容没有规范*手术室的护士

和病区的护士职责不明确等不足'专业的手术室素质和护理

的技能是为患者提供满意护理的基础#也是提高患者对手术室

的护理满意度的重要因素'今后应该多开展手术室的护理基

技能训练#加强手术室护士在专业素质和专业护理方面的训

练#展开每组之间的评比*日常的讲课*周期性的考核等多种方

式来提高护士的专业技能和知识'

重视对手术前的访视*手术中的交流和手术后的随访工作

非常必要#原因为患者在手术前对疾病的信息*疼痛的管理*手

术前的注意工作都是有需求的(

>

)

'本调查也显示#给予信息的

维度在其他的维度评分也是比较低的'在实施手术室的整体

护理大环境下#应该重视手术前后每个环节#重视手术前的访

视和手术后的随访(

"'6"$

)

'患者进手术室后的各项护理操作如

静脉穿刺*导尿等操作应该反馈给患者相关联的信息#并安慰

患者减少对手术室内的仪器声响产生恐惧#如果有不适马上告

知护士(

"&6"4

)

'由于人力与时间等因素本调查仅选取本院
&''

例患者和
"4'

例手术室护士#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本研究的

结果是否可以推论出其他地区医院尚需要进一步的验证'

综上所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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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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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两种不同麻醉方式对老年腹部手术患者术后认知功能的影响

黄
!

珩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医院#广西医科大学附属民族医院麻醉科!南宁
4&'''"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硬膜外麻醉和全身麻醉对老年腹部手术患者术后认知功能的影响&方法
!

选取在该院进行腹部手术的

老年患者
"@'

例!随机将患者分为硬膜外麻醉组和全身麻醉组!每组
?'

例&采取简易精神状态评价量表"

++9V

$对患者手术前

后的认知功能进行评估分析&结果
!

两组患者术后
"5

%

%5

%

"G

的
++9V

评分与麻醉前比较均有所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4

$!而术后
%G

各组
++9V

评分与麻醉前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

$'术后
"5

%

%5

%

"G

硬膜下麻醉组术后认知功

能障碍"

8,!*

$发生率分别为
$(:4b

%

&$:4b

%

(:4b

!全身麻醉组
8,!*

发生率分别为
%$:4b

%

%?:?b

%

"$:4b

!两组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4

$'在术后
%G

两组
8,!*

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

$&结论
!

硬膜外麻醉相比全身麻醉更能

够有效地降低老年腹部手术患者术后
8,!*

的发生&

关键词"硬膜外麻醉'

!

全身麻醉'

!

术后认知功能障碍'

!

腹部手术

!"#

!

$%&'()(

"

*

&+,,-&$)./0(122&/%$.&$2&%12

文献标志码"

3

文章编号"

"@($6>%44

"

$'"(

$

"46$$?(6'&

!!

术后认知功能障碍$

8,!*

%是指患者在麻醉及手术后出

现一种神经性并发症#主要表现在记忆减退*精神思维错乱*心

情烦躁和自知力减弱等神经功能方面的改变(

"6$

)

'多数患者造

成的
8,!*

是暂时性*一过性的#但是有部分的患者容易出现

术后长期持久性#甚至永久性的
8,!*

(

&

)

'而老年患者是并发

8,!*

的高危人群'目前关于
8,!*

的原因机制尚不清楚'

硬膜外麻醉和全身麻醉是临床上手术前最常用的两种麻醉方

式'因此本研究采用两种不同的麻醉方式对老年患者手术后

的认知功能进行了比较#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于本院进行

腹部手术的老年患者
"@'

例'随机将患者分为全身麻醉组和

硬膜外麻醉组'全身麻醉组
?'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4

"

(?

岁#平均$

(':$"Z>:%?

%岁'硬膜外麻醉组
?'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4Z?:%$

%岁'其中脾

脏切除手术
$$

例#肝脏手术
$4

例#胃肠手术
$%

例#胆道手术

?>

例'两组老年患者腹部一般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

%#具有可比性#见表
"

'本研究获本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

准同意'所有患者和家属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

!

纳入标准
!

$

"

%患者年龄大于
@%

岁&$

$

%根据
393

心脏

功能评定标准
("'

级&$

&

%无精神疾病及认知功能障碍&$

%

%

术前无药物服用史'

表
"

!!

两组患者的一般情况比较

组别
)

男"女

$

)

"

)

%

年龄

$岁#

7ZE

%

393

心脏功能分级$

)

%

(

级
'

级

手术时间

$

/DK

#

7ZE

%

术中失血量

$

/A

#

7ZE

%

硬膜外麻醉组
?' &>

"

%" (":"4Z?:%$ %% &@ "$?:%4Z($:&? &"%:$(Z(>:$(

全身麻醉组
?' &?

"

%$ (':$"Z>:%? %$ &? "&%:$@Z@":%> &$":%&Z"'":$?

=

"

!

$

':>&$ ':&%> ":$&> ':$@( ':%?$

! ':%@( ':('@ ':$4> ':(?& ':>$&

!!

注!

393

为美国麻醉医师学会

$:'

!

排除标准
!

$

"

%

393

心脏功能评定超过
'

级&$

$

%患者有

精神疾病及认知功能障碍&$

&

%术前存在药物服用史'

$:1

!

方法

$:1:$

!

麻醉方法
!

所有老年患者在未使用麻醉药物等相关镇

痛药物之前#于术前
&'/DK

肌肉注射阿托品
':4/

C

'全身麻

醉组!静脉注射芬太尼
&

%

C

"

`

C

#异丙酚
"

"

$/

C

"

`

C

#维库溴铵

':"4/

C

"

`

C

行麻醉快速诱导#插管后行机械通气#根据吸入七

氟烷的浓度和静脉注射瑞芬太尼的速度维持麻醉深度#间断静

脉注射维库溴铵维持肌肉松弛'于手术结束后常规予以新斯

的明和阿托品拮抗肌肉松弛'硬膜外麻醉组!于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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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隙处行穿刺置管#经导管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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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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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心率*心电图等指标'由麻醉医师分别于麻醉前和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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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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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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