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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致化护理干预在急性有机磷中毒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章
!

莉

"湖北省武汉市中医医院急诊科
!

80////

#

!!

摘
!

要"目的
!

探究细致化护理干预在急性有机磷中毒"

9X,,

#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

选取该院
;/.8

年
;

月至
;/.5

年

1

月收治的
.08

例
9X,,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取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分组!将所有患者分为观察组"

:-

例#和对照组"

:-

例#!对照

组患者均采取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患者实施细致化护理干预!对比两组患者不同干预后临床治疗效果%并发症情况及治疗依从

性%住院时间!采取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29W9

#及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29WS

#评估患者心理状态!并使用本院自制护理满意度调

查表分析患者满意程度$结果
!

经不同护理干预后两组患者治疗效果对比!观察组总有效率"

3145.U

#高于对照组"

114/:U

#!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5

#&两组患者治疗依从性与住院时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观察组患者总并发症率明显低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5

#$护理干预前两组患者
29W9

%

29WS

评分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5

#!护理干

预后观察组患者
29W9

评分为"

..4/.V/40;

#分!

29WS

评分为"

..413V/485

#分!对照组
29W9

评分为"

.5413V/433

#分!

29WS

评分为"

.341-V.408

#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观察组护理总满意率为
3-4/.U

!对照组为
10451U

!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4/.

#$结论
!

对
9X,,

患者实施细致化护理干预!可明显提升临床治疗总有效率及治疗依从性!缩短住院时间%降

低并发症发生率!改善患者心理状态!且患者满意度高!安全可行!具有极高临床研究及应用价值$

关键词"急性有机磷中毒&

!

细致化护理&

!

护理效果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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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9

文章编号"

.:-;'3855

"

;/.-

#

.3';38:'/0

!!

有机磷化合物对人和动物都有剧毒#急性有机磷中毒

$

9X,,

%可由于意外事故*违反合理的操作规程以及误服*自

杀等引起#其特点是发病迅速*病情凶险*易反复#如不及时抢

救可危及生命'

.

(

)抢救
9X,,

患者的关键是尽可能快速#彻

底将患者体内的有机磷农药排出体外#尽可能减少有机磷吸

收)目前治疗多采取洗胃进行治疗#治疗效果明显#但同时对

患者伤害极大#给患者带来极大心理阴影)除了及时的抢救治

疗外#及时有效的护理干预对于
9X,,

患者的临床疗效及预

后同样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研究发现#对有机磷中毒患者施

行良好的护理干预可有效缓解负面情绪#提升临床治疗效果#

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

(

)为进一步探究
9X,,

患者的有效护理

方式#选取
.08

例
9X,,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对其中
:-

例患者

进行细致化护理干预#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4$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
;/.8

年
;

月至
;/.5

年
1

月收治的

.08

例
9X,,

患者进行分组试验研究#采取双盲随机数字表法

将患者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
:-

例)对照组男
05

例#女

0;

例#年龄
./

!

5/

岁#平均$

;;4.V.04:

%岁&甲胺磷中毒
-

例#敌敌畏中毒
.3

例#马甲磷中毒
3

例#乐果中毒
-

例#

,

.:/5

-中毒
./

例#其他
.5

例&服毒到救治平均时间为

$

.;/45V1/4-

%

M<=

)观察组男
08

例#女
00

例#年龄
-

!

81

岁#

平均$

;;4;V84.

%岁&甲胺磷中毒
1

例#敌敌畏中毒
.1

例#马

甲磷中毒
1

例#乐果中毒
3

例#,

.:/5

-中毒
..

例#其他
.0

例&

服毒到救治平均时间为$

..141V-348

%

M<=

)所有患者均符

合
9X,,

临床诊断标准'

0

(

)患者表现为口吐白沫*嘴唇发绀*

额头冒汗*面色青灰*肌肉颤动*呼吸衰竭*肺部有湿音等典

型症状#血压异常$收缩压
:45

!

340b

(

C

#舒张压
/4/

!

54;

b

(

C

%#全血胆碱酯酶
/U

!

;5U

)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农药

种类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5

%#具有可

比性)

$4/

!

治疗方法
!

入院确诊后#患者均给予洗胃治疗#根据患者

实际情况给予特效解毒药阿托品$抗胆碱药%*解磷定等内科综

合性药品#促进体内毒素的排除&并保持患者呼吸道畅通#清理

干净患者口腔*鼻腔内分泌物#若必要可对患者进行气管切开

或者气管插管治疗)

$4'

!

方法

$4'4$

!

对照组
!

对照组患者采取常规护理干预主要包括!$

.

%

洗胃处理#依据患者情况#用稀释过后的高锰酸钾溶液进行反

复洗胃至水清为止)$

;

%口腔护理#由于患者应用阿托品#易出

现口唇龟裂*口干舌燥等不良反应#且因插管洗胃或催吐等刺

激#易出现口腔黏膜破损现象#因此要做好患者的口腔护理)

$

0

%持续
;8D

监护病情#观察生命体征#注意呼吸的频率*节

律#发现呼吸肌麻痹*呼吸衰竭早期表现时报告医生)$

8

%向患

者家属介绍有关中毒预防*急救知识及中毒后洗胃的必要性)

+

:83;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8

卷第
.3

期
!

!CGW?LRF<=

!

XEA*G?);/.-

!

"*F4.8

!

%*4.3



$4'4/

!

观察组
!

观察组患者实施细致化护理干预#具体干预

内容如下!$

.

%洗胃过程中细致化护理)患者均用生理盐水或

温开水洗胃#胃管口径尽可能大点#以缩短洗胃的时间)插管

后先洗净胃内液体#再注入洗胃液
8//M!

左右#控制水温在

08g

左右#期间注意对洗胃液颜色*味道和用量进行观察#至

无色无味为止#重症患者可保留胃管#以备后续反复间断洗胃)

$

;

%安全护理)患者若有轻度烦躁时#应当做好安全防护措施#

根据医嘱给予患者适当镇静剂#并由专人进行护理#增加床栓

防止患者发生坠床*脱管等#密切观察患者病情)$

0

%呼吸系统

观察及护理)护理人员应及时吸出患者呼吸道分泌物#观察患

者呼吸状态与血氧饱和度#一旦患者发生呼吸困难立即进行气

管插管或呼吸机辅助呼吸)重症昏迷患者应当及时吸痰#确保

患者气道畅通)$

8

%心理护理干预)及时了解患者中毒的原

因#安抚患者惊恐*不定的情绪#并告知目前身体正在进行有序

康复#并无大碍)若患者出现自杀心理#应该认真做好患者及

家属的思想工作)要同行体贴患者#对有些甚至清醒着应及时

采取有效的心理护理#激发生活的信心和勇气)耐心听其倾

诉#引导其合理宣泄心中的负面情绪#表示理解和同情#注意保

护好患者的隐私#舒解患者心理压力#以提升治疗的积极性)

$

5

%健康教育)对患者及其家属进行细致化健康教育#向其讲

解关于
9X,,

的发病原因*发病机制*临床治疗方法*治疗效

果等#使得患者及其家属对疾病有充分的认识#还可通过发放

健康安全手册#开展健康讲座等方式加深患者对疾病的认知#

以提升临床治疗依从性)$

:

%出院指导)出院时叮嘱患者注意

事项#饮食应丰富*营养摄入充足#根据医嘱按时服药#直到疾

病痊愈为止)平时可多进行体育锻炼#加强自身体质#提升机

体抵抗力#以保证患者健康)

$41

!

评价指标及疗效判定 $

.

%对比两组患者并发症*治疗依

从性*住院时间及临床疗效)$

;

%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

29'

W9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29WS

%

'

:'-

(评价两组患者对心理状

态进行)$

0

%并采取本院自制的护理满意度调查表评估患者对

细致化护理干预的满意程度#调查表格内容包括了护理人员态

度*护理人员仪容仪表*护理人员技术水平*护理内容及护理效

果等方面)$

8

%参照文献'

1

(

#对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进行判定

比较)

$42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P,PP.34/

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正

态计量数据用
IVF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用'

(

$

U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4/5

表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结
!!

果

/4$

!

两组患者护理后临床疗效比较
!

所有患者均抢救成功#

未出现死亡)两组患者经不同护理方案护理后临床治疗总有

效率对比#观察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684-1:

#

!

%

/4/5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经不同护理后临床疗效比较(

(

#

U

$)

组别
(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 0.

$

8:4;-

%

;3

$

804;1

%

-

$

./485

%

:-

$

13455

%

观察组
:- 80

$

:84.1

%

;0

$

08400

%

.

$

.483

%

:-

$

3145.

%

/4/

!

两组患者护理后并发症*住院时间及依从性比较
!

经护

理干预后#两组患者总并发症发生率*治疗依从性*住院时间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5

%#说明细致化护理干预可有效

地降低患者并发症的发生)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总并发症率%治疗依从性%住院时间比较

组别
(

总并发症率

'

(

$

U

%(

治疗依从性

'

(

$

U

%(

住院时间

$

IVF

#

L

%

对照组
:- 1

$

..438

%

5:

$

10451

%

..45.V;4/5

观察组
:- .

$

.483

%

:5

$

3-4/.

%

540;V.405

!

;

5410: 14/;; 3450:

! /4/.: /4//8 /4///

/4'

!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
29W9

*

29WS

评分比较
!

护理前

两组患者
29W9

*

29WS

评分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5

%&护理干预后两组患者
29W9

*

29WS

评分对比#观察

组明显低于对照组得分#两组患者护理后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4/5

%&同时#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护理后
29W9

*

29WS

评分比护理前评分低#护理前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4/.

%)见表
0

)

表
0

!!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29W9

%

29WS

水平变化情况#

IVF

$

分组
(

29W9

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 !

29WS

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 !

对照组
:- ;540:V.48: .5413V/433 804380 /4/// ;1433V;4;. .341-V.408 ;14118 /4///

观察组
:- ;5400V.483 ..4/.V/40; -:43.8 /4/// ;1431V;4;; ..413V/485 :.4-5- /4///

? /4..1 01403; /4/;: 8:4;/3

! /43/- /4/// /43-3 /4///

表
8

!!

两组患者护理后满意程度比较(

(

#

U

$)

分组
(

很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率

对照组
:- 0/

$

884-1

%

;:

$

0141.

%

..

$

.:48;

%

:-

$

10451

%

观察组
:- 0.

$

8:4;-

%

;-

$

8/40/

%

;

$

;433

%

:-

$

3-4/.

%

/41

!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
!

经相应护理干预后#观察组

总满意率为
3-4/.U

#对照组总满意率为
10451U

#两组患者

总满意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6:43//

#

!

%

/4/.

%)见表
8

)

'

!

讨
!!

论

!!

有机磷农药属于有机磷酸酯类化合物#为我国应用较广的

一类药物#对人畜均有较强毒害)

9X,,

指有机磷农药短时间

内大量进入人体以后造成患者神经系统损害等)有机磷农药

进入人体主要有三大途径#经口*皮肤和黏膜*呼吸道)据有关

数据显示#每年全球有数百万人发生
9X,,

#大约
0/

万人口死

亡#而中国发病率最高'

3

(

)研究报道显示#

9X,,

是临床常见

+

-83;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8

卷第
.3

期
!

!CGW?LRF<=

!

XEA*G?);/.-

!

"*F4.8

!

%*4.3



的急症#病情危重多变#病死率高)其中#维持呼吸*保证呼吸

道畅通是基础#经胃管反复洗胃是关键点#尽早采用阿托品与

胆碱酯酶复能剂是抢救成功的重要保障#此外有效的治疗护理

措施#亦是抢救成功的关键所在'

./

(

)而在实际的临床护理中#

仍对护理人员提出较高的水准要求#在不断积累护理经验的同

时#仍需熟练储备全面的有机磷中毒知识#从而能够真正提升

个人护理技能与水平#更好地配合临床医生#继而的也实施有

效的护理干预#预防并发症的发生#从而高效为患者提供服务&

若出现情况果断采取针对性措施进行干预#保证患者安全)对

9X,,

患者提供适当的*除一般护理之外的*干预能有效的提

高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以及疗效#如进行适当的心理*饮食护

理等)细致化护理是以患者为核心#对患者实施全方面的*精

细的护理干预措施#以提升临床护理水平#改善临床治疗效果)

有研究表明#为重症病房中新生儿提供细致化的评估及护理能

有效地保证输液和统计资料的准确性'

..

(

)因此#为
9X,,

患

者提供细致化护理干预有助于帮助急救患者尽快脱离危险有

重要意义)

本研究对观察组实施的细致化护理内容主要包括了洗胃

过程中的护理干预*心理干预*安全护理*健康教育干预*出院

指导工作等方面#干预方面较广且更细致#涉及到的内容较多#

对患者实施的护理较为全面#护理效果良好)观察组总有效率

为
3145.U

$

::

"

:-

%#明显高于对照组
114/:U

$

:/

"

:-

%#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4/5

%#提示细致化护理干预对提升临床疗

效具有较好的作用)同时#观察组在总并发症率*治疗依从性

及住院时间对方面#与对照组相比#有明显的改善#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

!

%

/4/5

%#表明细致化护理干预的实施#可明显降

低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提升患者治疗依从性#缩短住院时间#安

全可行)与陈嫦娥'

.;

(研究结果一致#对
9X,,

患者实施更多

的临床护理干预能有效缩短患者住院时间及并发症的发生)

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前心理状态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5

%#护理干预后两组患者心理状态均明显改善#且观察组患

者心理改善程度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表明细致化护理干预可明显改善
9X,,

患者心理状

态)观察组患者护理总满意率为
3-4/.U

#对照组总满意率为

10451U

#两组患者满意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5

%#证实

患者对于细致化护理干预高度认可)刘玉峰等'

.0

(分阶段性研

究对重度有机磷中毒患者进行心理干预的效果发现#予以患者

阶段性*有效的心理干预后#患者心理状态明显改善#患者治疗

依从性明显提升)赵慧贤'

.8

(研究心理护理干预对重度有机磷

中毒患者疗效发现#经护理干预后患者住院时间明显缩短#患

者依从性良好#胆碱酯酶活性恢复时间快#应用效果良好&许传

英'

.5

(研究发现对
9X,,

患者予以适当的护理干预对于提升护

理水准*治疗效果具有重要意义#且能够缩短患者治疗及住院

时间#降低并发症发生率#提升治疗效果#缩短患者治疗及住院

时间#降低并发症发生率#安全可行#此外还可改善患者心理状

态#提升治疗依从性)本文予以
9X,,

患者细致化护理#护理

内容细致*全面*有效#护理内容比其他学者更为广泛#考虑更

为详尽#患者治疗水平及护理水平明显提升#且心理状态明显

改善#并发症发生率降低)

综上所述#对
9X,,

患者予以细致化护理干预可明显提

升临床疗效及护理水平#改善患者心理状态#降低并发症发生

率#提升患者治疗依从性#缩短住院时间#促进患者更快康复#

且患者满意度高#是临床护理
9X,,

患者绝佳护理方法#值得

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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