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年患者的生活质量#加强自身工作责任感#提高老年患者生

活质量*对于老年患者陪护人员应该加强管理和相关专业知

识的传授与考核#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问题(

$,

)

*护理人员在

整个护理工作中应该对陪护工作起到管理监督作用#主动对其

进行专业的指导和相关病情的讲解#使其了解自己需要做的陪

护工作以及注意事项#使其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本研究的结果

显示#研究组患者加强心理护理干预#其生活质量明显高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O

#

%*%/

%*

为了减轻老年患者的焦虑忧郁#广大医护人员应当注重根

据每例老年患者的自身病情和切实情况多做沟通和开导#多关

心日常生活#与患者建立好良好的医患关系#不仅方便更好地

治疗工作#而且对老年患者的病情有一定的控制作用#减少患

者并发症等的发生#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有利于患者的身体康

复#使老年患者在整个护理中可以感到温暖舒心#找到家人的

感觉*同时应多与患者进行沟通#使患者明确自身的病情#增

强患者自身的心理承受能力#减轻自身的心理压力#有利于患

者身心健康的恢复*干预后研究组患者焦虑抑郁水平均明显

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O

#

%*%/

%*

综上所述#对老年病患者加强陪护#有利于降低他们的焦

虑抑郁水平#避免患者出现严重的心理波动#提高护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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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针对性护理干预对危重患者
![[7

血管通路不畅的应用效果

韩秋然$

!李
!

丽#

!褚娅琨#

"河北省保定市第一医院(

$*

体检中心*

#*

重症医学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针对性护理干预对危重患者血管通路不畅的治疗效果$方法
!

选取
#%%1P#%$%

年
+$

例在该院接受过

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

![[7

#的危重患者!按照患者的入院日期对其进行分组!对照组
.$

例患者行常规护理!干预组
.%

例病患

进行针对性护理!比较两组患者的生命体征以及活化凝血时间"

6!7

#!统计其血管通畅率以及
#,>

肌酐等$结果
!

干预组患者

的血管通畅率为
/+*+"-

"

$"

)

.%

#!较对照组的
$1*./-

"

+

)

.$

#更高!两组患者在血管通畅率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O

#

%*%/

#*干预

组患者在
#,>

体温和呼吸变化上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O

#

%*%/

#!但在
6!7

值'肌酐变化等方面基本相同$结论
!

完善现有的护理技术!有助于提速危重患者的血管畅通率*危重患者的血管通路若保持畅通!对
![[7

结局有很大影响$

关键词"危重患者*

!

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

!

血管通路不畅*

!

针对性护理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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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6

文章编号"

$+"#)1,//

"

#%$"

#

#%).%1#)%.

!!

对危重患者进行抢救最重要的就是血管通路*作为连续

性肾脏替代治疗$

![[7

%的基本#往往决定了患者的生死存

亡*重症监护室$

O!T

%患者的病情一般都十分危重#其血流动

力学很难保持稳定#治疗需用到各种机械和管道且很难进行移

-

#1%.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5ABX?;!@E:

!

S9=8B?C#%$"

!

Y8@*$,

!

Z8*#%



动#由此增大了护理难度(

$)#

)

*为了使危重患者的血管保持畅

通#必须进行护理干预#这是目前最大的问题*本文研究了
+$

例接受过
![[7

治疗且病情较重的患者#探究了危重患者采

取针对性护理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1P#%$%

年入住本院的
+$

例
O!T

患者均接受
![[7

#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1#

岁#按入院

时间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其中对照组
.$

例#患者的急性生

理学及慢性健康状况评分
(

$

6M6!̂ L

(

%为$

#,*/`$$*/

%

分*干预组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其

6M6!̂ L

(

评分为$

#,*1̀ $%*%

%分#两组患者均知情同意#一

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O

'

%*%/

%#有可比性*

$*/

!

纳入及排除标准
!

纳入标准!$

$

%危重患者都需进行

![[7

&$

#

%患者需持续
#,>

的
![[7

&$

.

%血液净化通路一般

可选择静脉留置针'双腔导管等&$

,

%所选的血液净化机'配套

装置需由意大利制造*排除标准!$

$

%

![[7

时间没有达到

#,>

的患者&$

#

%血液净化通路没有选择静脉留置针以及双腔

导管&$

.

%血液净化机以及相关配套装置来自意大利生产商*

$*'

!

方法

$*'*$

!

对照组
!

对照组一般都是神志清醒的患者#进行常规

护理#可向其解释进行
![[7

的原因#为其讲述
![[7

的相关

事项以及治疗方案#采用常规留置管并进行体征监测*

$*'*/

!

干预组
!

采取针对性护理干预*$

$

%心理护理!为患者

及家属讲述一些成功病例#使其充分信任医院#摒弃患者的焦

虑心理和负面情绪*治疗期间可对部分患者采取放松疗法#或

是采取意念转移法#避免患者心生恐惧#确保患者能够配合整

个治疗*有的患者容易出现烦躁不安#或是感觉到疼痛不适#

按照国家针对
O!T

患者所做出的相关治疗指南#可将丙泊酚

注射到患者体内使其保持镇静#提高患者的镇静水平#确保患

者能够安然入睡且随时可保持清醒*$

#

%置管护理!护理人员

需详细评估即将进行置管的患者#统计并记录各种不利因素*

结合患者的实际病情挑选出合适位置进行置管#按照患者的真

实体质量以及身高#挑选出最佳的导管长度*护理人员进行置

管时#需严格按照无菌操作规程#避免出现感染等问题*使室

内温度保持在
#,

!

#+_

#患者需达到
."_

的血液温度#由此

可确保取得良好的
![[7

效果*留置导管创口位置'管道不

能被遮蔽#以便护理人员能够观察到留置导管'管道是否连接

正常*$

.

%体位护理!结合患者的生理解剖处采取卧位'治理摆

放等干预护理*体位需呈现出中凹卧位#床头可适当抬高

.%g

!

,/g

#按照生理解剖位置使肢体向外展开
,/g

#下肢可抬高

.%g

左右*$

,

%导管抗凝护理!管路容易被血脂堵塞#因此需定

期冲洗高血脂患者的导管#可每隔
$/3E:

或
%*/>

用生理盐水

进行冲洗#此时需使血液道路保持关闭#结合患者的体质量'心

脏负荷对水量做相应调整*$

/

%封管护理!护理人员还未进行

封管时#需将残留在导管内的血液清理干净#挑选与患者相适

应的封管液体并进行封管液注射#注射速度不能过快也不能过

慢#完成封管液的注射后#可用夹子将导管夹住#以防封管液出

现泄漏*$

+

%血管通路维护!结合老年患者的病情特征采取干

预护理#使老年患者得到有效护理#安排一名护士要求其维护

好置管位置的血管通路*

$*1

!

观察指标
!

生命体征包括患者体温和呼吸#还包括患者

心率以及血压等#还需观察
#,>

肌酐以及活化凝血时间

$

6!7

%#比较两组患者的血管通畅率并对
6M6!̂ L

(

评分进

行统计*

$*2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NMNN$1*%

软件系统处理数据#计量

资料用
G È

表示#组间及组内比较采用
9

检验&计数资料以

(

.

$

-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O

#

%*%/

表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患者
6M6!̂ L

(

评分比较
!

两组进行
![[7

的危

重患者均进行
6M6!̂ L

(

评分#对照组为$

#,*/̀ $$*/

%分#略

低于干预组的$

#,*1̀ $%*%

%分#差异无统计意义$

90%*$,

#

O0

%*&1

%*

/*/

!

两组患者血管通路通畅率比较
!

干预组患者的血管通畅

率为
/+*+"-

$

$"

"

.%

%#高于对照组的
$1*./-

$

+

"

.$

%更高#两

组患者在血管通畅率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O

#

%*%/

%*

表
$

!!

两组患者
#,>

四大生命体征监测情况比较#

G È

&

组别
.

体温$

_

% 心率$次"分% 呼吸$次"分% 收缩压$

33^

4

% 舒张压$

33^

4

%

对照组
.$ ."*.̀ $*$. 1"*$̀ #%*% #%*1̀ ,*$ $#1*/̀ #%*& ",*%̀ 1*%

干预组
.% .+*&̀ %*& 1#*/̀ $+*" #%*1̀ .*& $.,*$̀ $&*/ ",*+̀ $.*"

9 P#*,$ %*%# P#*#1 $*+" %*".

O P$*$/ %*#/ %*%# %*$% %*,"

表
#

!!

两组患者
#,>

肌酐和
6!7

值比较#

G È

&

组别
.

#,>

肌酐$

"

38@

"

5

%

初始
#,>

差值

6!7

$

(

%

初始
#,>

差值

对照组
.$ ,#.*.̀ /#/*$ .$#*"̀ #./*# $"%*$̀ $.#*1 $"1*#̀ $$%*" $+.*+̀ ,1*. P$&*$̀ $*+*&

干预组
.% #,&*+̀ #/"*% P$",*&̀ .##*/ $,#*"̀ $"&*, $+$*%̀ ."*/ $+.*"̀ $&*& %*$.̀ ,$*%

/*'

!

两组患者
#,>

生命体征监测情况比较
!

两组患者的
#,>

体温没有很大不同#呼吸变化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O

#

-

.1%.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5ABX?;!@E:

!

S9=8B?C#%$"

!

Y8@*$,

!

Z8*#%



%*%/

%*发现两组患者的心率以及血压基本相同#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O

'

%*%/

%*见表
$

*

/*1

!

两组患者
#,>

肌酐和
6!7

值比较
!

两组患者的
#,>

肌

酐'

6!7

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90%*,&

'

%*&"

#

O

'

%*%/

%#

见表
#

*

'

!

讨
!!

论

!!

肾脏替代治疗是指采用弥散'对流等方式清除血液中的水

分#或是使血液溶质进行成功交换#是一种血液净化法(

.

)

*装

置液的输入与肾小管吸收相似#

![[7

可使水电解质迅速保持

酸碱平衡#将炎症介质一一消除#利用透析器可相当于肾小球

进行过滤#将血液中存在的水电解质'代谢产物进行清除#确保

患者的病情得到明显改善(

,

)

*

![[7

可达到稳定的血流动力

学#将体内的水分慢慢清除#这对一些血流动力学极其不稳的

高危病患更为重要*

![[7

技术已经变得越来越成熟#应用范围广#其应用领

域要大于肾脏替代治疗#还包括
O!T

抢救等领域*越来越多

的危重患者得到成功抢救#其生存质量有了明显提高#其中血

管通路是保证肾脏替代治疗能够顺利实施的关键*然而#临床

上没有高度重视血管通路的护理#致使滤器以及管道发生凝血

等问题#迫使治疗不得不停止*滤器和管路若无法保持畅通#

对
![[7

治疗的效果会产生很大负面影响*

![[7

治疗最重

要的就是血管通路#它决定了
![[7

疗效#是危重患者得以救

治的前提(

/

)

*对血管通路进行管理#防止发生各种并发症#避

免患者病情由于进行管路更换而受到影响#同时还可减轻患者

的经济压力#此外还可减小护理人员的工作难度*由此可见#

做好血管通路的维护工作#可保证危重患者能够得到安全而连

续的
![[7

治疗*

沈小琴等(

+

)报道了拟行
![[7

治疗的危重病例#显示科

学的护理有助于改进临床结局*本次研究由法国制造的滤器

作为衡量血管通路的标准#发现干预组所达到的通畅率要比对

照组更高#通过对危重患者进行干预治疗#可使其血管保持通

畅*患者的体温以及脉搏#包括其呼吸以及血压都得到改善#

治疗效果比较理想*肌酐得到改善意味着肾脏功能有所改善#

根据两组患者的生命体征#发现干预组患者的
#,>

体温与对

照组患者基本相同#患者的呼吸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O

'

%*%/

%*干预之后所取得的治疗效果若与预期目标不符#可能

是由于此次研究没有进行长时间的干预#没有提出足够的疗效

评价指标(

"

)

#因此可加入尿素氮以及胆红素这些评价指标*由

于
![[7

已经得到认可#而滤器'管路是否通畅将对
![[7

造

成很大影响*

6!7

代表的是活化凝血所需的时间#其正常值

需保持为
+%

!

$#%(

#结合
6!7

值可对肝素用量做相应调整#

![[7

一般需持续
$/%

!

$"%(

*房素芹(

&

)提出通过对
6!7

值

进行实时监测且监测时间需持续
#%%

!

#/%(

*黄雯等(

1

)认为

须对肝素量做相应调节#确保
6M77

高出
#

倍的正常值*在

本次研究中#干预组
6!7

值达到$

$+.*/̀ ,1*$

%

(

#基本符合文

献(

$%

)报道*

![[7

不会对血流动力学造成很大影响#但必须做好相应

护理*

![[7

技术存在较高风险#它要求
O!T

护士需具备足

够的护理能力*监护是一个体外循环#稍有差池将威胁到患者

的生命安全#因此对
O!T

护士'机器需进行合理配置*可防止

O!T

护士由于超负荷工作而出现过度劳累#这样可提高护理的

安全性#使患者对医院更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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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与标本

根据研究目的确定的同质研究对象的全体$集合%称为总体#包括有限总体和无限总体*从总体中随机抽取的部分观察

单位称为标本#标本包含的观察单位数量称为标本含量或标本大小*如为了解某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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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儿童血钙水平#随机选取该

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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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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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岁儿童并进行血钙检测#则总体为该地区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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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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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儿童的血钙检测值#标本为所选取
.%%%

名儿

童的血钙检测值#标本含量为
.%%%

例*类似的研究需满足随机抽样原则#即需要采用随机的抽样方法#保证总体中每个个

体被选取的机会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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