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执行#可有效减少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护理质量较高'有

学者研究指出#围术期护理中应用临床护理路径可降低护理不

良事件发生率#效果较好#与本研究结果相似(

"4

)

'联合组患者

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提示临床护理路径结合健康教育在围

术期护理中应用可确保护理工作开展的条理性及规范性#通过

健康教育宣讲为患者答疑解惑#借助规范化工作流程减少差错

发生率#提供工作效率及质量#患者满意度较高'

综上所述#临床护理路径联合健康教育在经鼻蝶窦入路显

微手术治疗垂体瘤中应用可加快患者恢复#减少并发症及护理

差错出现率#护理满意度较高#具有临床推广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

"

) 潘金玉#赖红灿
:

神经内镜下经鼻蝶入路垂体瘤切除术的

围术期护理(

_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

"&

$

"

%!

"%"6"%$:

(

$

) 廖丽容#谢燕珍#周燕玲
:

经口鼻蝶入路手术治疗
"4>

例

垂体瘤的围术期护理体会(

_

)

:

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

$'"4

#

&@

$

@

%!

>'@6>'?:

(

&

)

3-NJIHP)HLJI9

#

_D/HKHP +JIPB7

#

+BKEH27BGID

C

1HP

+GH-+

#

HEJ-:T1I2DK

C

FJIHOBIJ

0

JEDHKE1KGHI

C

BKHHK6

GBKJ2J-HKGB2FB

0

DFJ

00

IBJF5

0

DE1DEJI

.

21I

C

HI

.

(

_

)

:7HN

VKOHI/

#

$'"4

#

&?

$

&

%!

"'6"%:

(

%

) 赵欣#马驰原#王友伟#等
:

快速康复外科在经鼻蝶入路垂

体瘤切除术围术期护理中的应用(

_

)

:

实用临床医药杂

志#

$'"%

#

"?

$

$'

%!

?46?(:

(

4

) 解年娣#严正村#王清#等
:

临床护理路径在内镜经鼻蝶窦

垂体瘤手术病人中的应用(

_

)

:

护理实践与研究#

$'"&

#

"'

$

%

%!

4%644:

(

@

) 陈佳英
:

围术期护理路径在经鼻蝶入路手术治疗垂体瘤

患者中的应用(

_

)

:

齐鲁护理杂志#

$'"&

#

">

$

"@

%!

"?6$':

(

(

) 赖海燕#卢桂花#秦丽平#等
:

临床护理路径在垂体瘤经鼻

切除术患者中的应用(

_

)

:

护士进修杂志#

$'"&

#

$?

$

">

%!

"(%46"(%(:

(

?

) 王春艳#孙杰#张春月#等
:

经鼻蝶入路垂体瘤切除术后并

发症护理体会(

_

)

:

中国医药导刊#

$'"&

#

"4

$

2"

%!

$%%6$%4:

(

>

) 马官英#陈蕾#候远征
:

路径管理护理在垂体腺瘤手术患

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_

)

:

中国肿瘤临床与康复#

$'"4

#

$$

$

"

%!

??6>":

(

"'

)

QJ5H

.

T

#

8JEH-W

#

7B22HJ1S:3FB/

0

JIJEDNHJKJ-

.

2D2BO

BK-DKHHG1FJEDBKIH2B1IFH2OBI

0

JEDHKE21KGHI

C

BDK

C

HKGB6

2FB

0

DFEIJK22

0

5HKBDGJ-21I

C

HI

.

(

_

)

:[BI-G TH1IB21I

C

#

$'"%

#

?$

$

@

%!

H@("6H@(4:

(

""

)孙艳杰#肖霞#程岗
:

个性化健康教育在垂体瘤患者不同

治疗阶段的实施及效果(

_

)

:

解放军护理杂志#

$'"%

#

&"

$

"%

%!

@>6(':

(

"$

)

)H--*

#

+JE5HM2;A

#

_JK12H̀ A[:*J

.

6EB6GJ

.

G

.

KJ/DF2

BOJ22BFDJEDBK2LHEMHHK2-HH

0

#

KJ

00

DK

C

#

OJED

C

1HJKGE5H

FBIED2B-GD1IKJ-I5

.

E5/DKMB/HKGDJ

C

KB2HGMDE5LIHJ2E

FJKFHI

(

_

)

:82

.

F5B2B/ +HG

#

$'"%

#

(@

$

(

%!

4">:

(

"&

)高增敏#张庆九#张林会#等
:

健康教育路径对巨大垂体瘤

切除患者治疗的影响(

_

)

:

河北医科大学学报#

$'"4

#

&@

$

%

%!

%'$6%'%:

(

"%

)郭艳#李国荣
:

临床护理路径在经鼻蝶垂体瘤切除术患者

中的应用(

_

)

:

中国实用神经疾病杂志#

$'"%

#

"(

$

>

%!

"&&6

"&%:

(

"4

)于丽华
:

临床护理路径在经鼻蝶窦入路垂体瘤切除中的

应用价值(

_

)

:

中国当代医药#

$'"%

#

$"

$

"%

%!

"%(6"%?:

$收稿日期!

$'"(6'"6$4

!!

修回日期!

$'"(6'&6$?

%

!临床探讨!

健康教育路径对肝硬化患者健康行为水平及自我护理能力影响研究

陈玲丽

"江苏南通市海安县人民医院感染科
!

$$@@''

$

!!

摘
!

要"目的
!

研究健康教育路径在肝硬化患者的健康行为水平及自我护理能力方面所产生的影响&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消化科检查确诊为肝硬化并进行住院治疗的患者
@''

例!随机分为试验组
&''

例和对照组
&''

例&对照组

患者仅接受常规健康教育!而试验组则接受健康教育路径法&分别于干预前后评估两组患者对肝硬化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自身

健康行为水平及自我护理能力!并进行比较分析&结果
!

实施健康教育路径护理后!试验组患者肝硬化相关知识得分明显高于对

照组"

!

$

':'4

$'同时试验组健康行为水平评估得分为"

""@:?'Z"&:''

$分!对照组为"

"'?:('Z"?:4'

$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4

$'试验组患自我护理能力评估得分为"

"'@:&%Z"@:>'

$分!对照组为"

>$:&(Z$$:'&

$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

结论
!

健康教育路径法在临床治疗上对提高患者健康行为水平及自我护理能力方面有显著效果!适合广泛推广&

关键词"健康教育路径'

!

肝硬化'

!

健康行为水平'

!

自我护理能力

!"#

!

$%&'()(

"

*

&+,,-&$)./0(122&/%$.&$2&%21

文献标志码"

3

文章编号"

"@($6>%44

"

$'"(

$

"46$&'?6'&

!!

在我国#肝硬化是严重威胁人们生命安全的常见慢性疾病

之一#病因多且比较复杂#目前还缺乏可靠的治疗手段#治疗着

重于对准疾病原因缓解病情'肝硬化病程时间较长且病情易

反复#并发症多且预后性差#给患者及其家庭带来较重的负担#

因此提高肝硬化患者的健康行为水平和自我护理能力#对提高

患者及其家庭整体生活水平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6&

)

'有研究表

明#健康教育路径在促进患者养成良好的健康习惯并进一步恢

复健康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本研究旨在通过临床随机对照试

验#探究健康教育路径法对提高患者健康行为水平和自我护理

能力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为肝硬化的临床治疗提供新的思路和

方法'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来本院检查

确诊为肝硬化并进行住院治疗的患者
@''

例#其中男
&("

例#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4

期
!

AJL+HG!-DK

!

31

C

12E$'"(

!

WB-:"%

!

TB:"4



女
$$>

例&年龄
&(

"

(4

岁#中位年龄
44:'

岁'纳入标准!临床

确诊为肝硬化患者#诊断依据为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

$'''

版%中诊断标准&病程
(

$

个月&患者了解并同意参与&精神状

况正常#与人交流无障碍'排除标准!存在精神认知性障碍者&

合并有心*肝*肾疾病其他重大系统疾病患者'依据随数字机

表#将
@''

例研究对象分为试验组
&''

例和对照组
&''

例'试

验组和对照组在性别*年龄分布*学历文化程度*经济情况*病

情及用药等基本资料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

%#具有

可比性'

$:/

!

方法

$:/:$

!

对照组
!

对照组患者采取常规教育法护理#主要包括

入院宣传教育及住院期间由责任护士进行的常规性健康教育#

形式以口头讲授为主'

$:/:/

!

试验组
!

试验组患者则接受健康教育路径法护理#根

据健康教育路径表上面的教育计划实施'内容主要包括以下

两个方面!首先#制订健康教育路径表'查阅大量相关文献#调

查肝硬化患者#充分了解患者住院期间的健康需求和临床护理

路径需求#综合考虑相关专家意见*患者及其照顾者的特点进

行设计和反复修改#制订出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路径表(

%64

)

'

需要注意的是#健康路径表在实施过程中应结合患者病情进行

实时适当的调整'具体实施的主要内容为!$

"

%住院
$%5

内#

向患者和照顾者重点介绍病区环境*管床医师和护士等基本资

料#拉近医患距离&同时重点向照顾者讲解常规护理安全防护

常识和相关制度#并指导照顾者进行相关操作'$

$

%次日#访谈

患者及其照顾者#了解其对肝硬化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评估

其健康教育需求和临床护理路径需求&$

&

%入院第
&

天至
"

周

内#重点对患者及其照顾者进行肝硬化疾病常见原因*临床表

现*治疗措施等知识的基础教育&在患者照顾者方面#引导患者

的照顾者进行一些日常护理操作的同时#也要适当提醒其注意

患者心理上的波动#适时适当缓解患者的心理压力和不良情

绪'$

%

%入院第
$

周#重点对患者及其照顾者进行肝硬化诱发

因素*常见并发症临床表现*日常注意事项及预防并发症的出

现等方面理论知识的教育#同时在行动上指导患者养成健康的

生活行为习惯&$

4

%入院第
&

周至出院前#评估患者对肝硬化相

关知识的掌握程度#并根据结果中反映出来的问题进行重点教

育和指导#对未完全掌握的部分进行加强教育后再评估#如此

循环往复#直至患者对该病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符合预期'

$

@

%出院前
"

天#考核评估患者对肝硬化知识的掌握程度*健康

行为水平及自我护理能力&$

(

%出院当天#向患者讲解出院后注

意事项并提醒患者定期复查(

@6(

)

'其次#实施健康路径法护理'

依照试验者自制的健康教育路径表#结合肝硬化患者自身特点

以及医院的具体情况#由责任护士严格遵循路径表上时间节

点*内容安排#每天有计划地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教育过程中

详细记录路径表的实施情况#并基于患者的需要进行评估*教

育*再评估*再教育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实施教育者对患

者掌握所实施项目情况做相应记录'同时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护理人员对出现的路径变异情况进行详细记录#仔细分析原因

并及时处理#保证临床路径实施能顺利进行#满足试验研究预

期'

$:'

!

评估指标
!

试验过程中#详细记录患者对肝硬化相关知

识掌握程度*患者健康行为水平及自我护理能力的变化'$

"

%

观察患者对肝硬化相关知识掌握程度'查阅相关文献自制肝

硬化疾病知识问卷#问卷内容主要包括肝硬化的常见诱因*治

疗用药*饮食休息习惯*并发症预防方法等基础知识(

?

)

'问卷

共包含
$'

个是非判断题#满分
$'

分#答对得
"

分#答错不得

分'利用问卷分数衡量患者对肝硬化疾病相关知识掌握程度#

分数越高说明对相关知识掌握程度越好'分别统计试验组和

对照组试验前后肝硬化疾病知识问卷分数'$

$

%评估患者健康

行为水平'采用健康促进生活方式量表$

;8A8

%进行评估#测

评患者在躯体活动*人际关系*健康责任感*心理健康*营养和

压力调解
@

个维度方面的情况(

>6"'

)

'本试验选用中文版

;8A8

#量表
!IBKLJF5a2

&

系数为
':>%

'

;8A8

量表共分为-都是如此.-时常如此.-偶尔如此.-从

来没有.

%

个级别#分别对应
%

分*

&

分*

$

分和
"

分(

>6"'

)

'利用

问卷分数衡量患者健康行为水平#分数越高说明患者健康行为

水平越高'分别统计试验组和对照组
;8A8

量表评估结果'

$

&

%评估患者自我护理能力'采用自我护理能力测定量表

$

V9!3

%中文版进行评估#预实验重测该量表
!IBKLJF5a2

&

系

数为
':>4

'

V9!3

共分为自护责任感*健康知识水平*自我护

理技能和自我概念等几个方面的评估#量表评分共分为
4

个层

级!-非常像我.-有一些像我.没有意见-有一些不像我.和-非

常不像我.#分别对应评分为
%

分*

&

分*

$

分*

"

分和不得

分(

""6"$

)

'利用问卷分数衡量患者自我护理能力#且两者呈正

相关#即分数越高说明患者自我护理能力越高'分别记录试验

组和对照组该表的得分情况'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9899$':'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所

有计量资料资料均采用均值
7ZE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

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4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患者对肝硬化疾病相关知识掌握程度
!

对照组试验

前后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

%&试验组干预后患者

对肝硬化疾病知识的得分显著高于干预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4

%'试验组干预后患者肝硬化知识的得分明显高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肝硬化疾病知识

!!!

得分比较#分'

7ZE

$

组别
)

干预前 干预后

试验组
&'' "$:4Z$:" "?:4Z":?

对照组
&'' "$:4Z$:& "%:'Z$:'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

$

':'4

/:/

!

两组患者健康行为水平得分比较
!

干预前试验组和对照

组患者健康行为水平总得分和各维度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

':'4

%&对照组干预前后患者健康教育水平得分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

%

':'4

%'试验组干预后患者健康行为水平

总得分和各维度得分均高于干预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干预后#试验组总得分和各维度得分均高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见表
$

'

/:'

!

两组患者自我护理能力得分比较
!

干预前试验组和对照

组患者自我护理能力总得分和各维度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

':'4

%&干预后试验组自我护理能力总得分和各维度

分得分方面均高于对照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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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

'

表
$

!!

干预前后两组患者健康行为水平比较#分'

7ZE

$

组别
)

时间 健康行为总得分 躯体活动 人际关系 健康责任感 心理健康 营养 压力调解

试验组
&''

干预前
"'?:&'Z"(:@' >:'&Z$:"' "%:'4Z&:4$ $":'(Z&:'' $?:""Z@:'( "$:('Z&:$@ "&:&>Z$:>?

干预后
""@:?'Z"&:''

"#

"":?>Z":??

"#

"(:$$Z$:%?

"#

$&:'%Z$:?'

"#

&$:4>Z%:??

"#

"4:4$Z$:&4

"#

"@:>"Z$:&"

"#

对照组
&''

干预前
"'(:"'Z"?:(' ?:>?Z":>@ "&:>>Z&:%" $':'&Z&:@> $(:'@Z4:>& "$:@$Z&:$( "&:4$Z$:>%

干预后
"'?:('Z"?:4' >:'?Z":>" "4:'"Z&:'& $":"(Z&:4( $?:''Z4:?( "&:4%Z&:'" "%:%@Z$:?(

!!

注!与对照组干预后比较#

"

!

$

':'4

&与干预前比较#

#

!

$

':'4

表
&

!!

干预前后两组研究对象自我护理能力比较#分'

7ZE

$

组别
)

时间 自我护理能力总得分 自护责任感 健康知识水平 自我护理技能 自我概念

试验组
&''

干预前
(&:$(Z"':'? @:'$Z":(@ $$:'&Z?:(& "4:?&Z&:($ "':$"Z$:?&

干预后
"'@:&%Z"@:>'

"#

"4:&%Z&:'$

"#

%@:(%Z>:?(

"#

$4:''Z%:&"

"#

"?:"&Z%:'&

"#

对照组
&''

干预前
(4:'$Z>:?$ 4:>?Z":4$ ">:>&Z(:>" "%:'%Z$:>$ >:>&Z&:'"

干预后
>$:&(Z$$:'& "&:4(Z&:"" &(:">Z>:>& $$:">Z%:4% "4:>4Z&:?$

!!

注!与对照组干预后比较#

"

!

$

':'4

&与干预前比较#

#

!

$

':'4

'

!

讨
!!

论

肝硬化疾病对人体肝脏造成的损害是不可逆转的#目前对

该病的治疗尚缺乏可靠有效的手段'健康教育路径是在满足

患者健康教育方面需求的前提下#在某一特定时期制订的针对

某一特定疾病进行健康教育的技术路线'健康教育路径在增

强患者和护士之间的互动和信任的同时#为临床护士工作提供

了系统的教育护理指南#能够更好地实现对患者的护理

效果(

"&6"%

)

'

本研究首先结合理论和实际#建立科学的健康教育路径&

其次#根据健康教育路径#护士对患者进行有计划的教育*评价

检查*再教育的循环往复活动#帮助患者更好的掌握肝硬化相

关知识*养成良好的健康习惯#改善护理质量#最终实现减少患

者病痛的效果'最后#采用客观全面的观测指标#对健康教育

路径对患者健康教育水平和自我护理能力方面所产生的影响

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患者对肝硬化疾病相关知识掌

握程度*患者健康行为水平及自我护理能力
&

个方面#试验组

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

综上所述#健康教育路径法较传统常规教育#可以有效地

提高患者健康行为水平和自我护理能力&同时健康教育路径法

可采取的形式多样#实用性强#大众容易接受#适合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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