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影响脑内供血区域大#临床表现症状相对较重#评分较高'本

研究中#中度神经功能缺损患者比例更高#可能造成结果偏倚'

研究表明#

U

K

C=U

参与心脑血管疾病发病过程及动脉粥样硬化

形成*

1

+

'

U

K

C=U

水平的异常增加与脑梗死的发生及病情发展

密切相关'脑脊液内
U

K

C=U

通过病变状态下的血脑屏障流入

血液循环#导致其水平异常增加*

!%

+

'

U

K

C=U

参与大动脉粥样

硬化的形成-发展#从而导致脑梗死的发生*

!!

+

'

!!

综上所述#血浆
U

K

C=U

水平与
T))

的发生及病情严重程

度相关'检测血浆
U

K

C=U

水平对
T))

的病情判断具有积极

临床意义'同时#本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仅对研究对象入院

时进行静态分析#样本量较小#结果可能存在偏差#此后还需扩

大样本量#增加长期动态观察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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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腰痛方胶囊对肝肾亏虚型腰椎间盘突出症

患者的临床疗效及生命质量的影响"

程学民!刘迎春

"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医院骨科
!

%<<&%%

%

!!

摘
!

要"目的
!

研究腰痛方胶囊对肝肾亏虚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临床疗效及生命质量的影响&方法
!

随机选取
!%%

例

"%!&

年
9

月至
"%!<

年
9

月该院治疗的肝肾亏虚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
&%

例&

"

组患

者均给予西医"牵引及布洛芬口服%方案治疗!而试验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中药腰痛方胶囊进行治疗!比较
"

组患者血浆丙

二醛"

.-)

%水平和生命质量的改善情况&结果
!

"

组患者病情均表现出好转!与对照组比较!试验组患者血浆
.-)

水平更低!

总有效率'生命质量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肝肾亏虚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腰痛方

胶囊!可有效降低患者血浆
.-)

水平!提高治疗总有效率!改善患者生命质量!值得推广&

关键词"腰椎间盘突出症#

!

肝肾亏虚型#

!

腰痛方胶囊#

!

疗效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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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9"=1$&&

"

"%!9

%

"!='""$=%'

!!

腰椎间盘突出症在临床十分常见#主要以腰痛及下肢痛为

特征表现'患者腰椎间盘出现退行性病变后#在各种病因作用

下导致纤维环全部或部分发生破裂并使髓核膨出#同时继发各

种炎性反应-水肿和粘连'其对神经和脊髓产生压迫时会出现

一系列临床症状#如腰和下肢部分放射性疼痛等'腰椎间盘突

出症治疗措施较多#分为手术方案和非手术方案#但手术方案

创伤大-恢复慢#并不能为所有患者所接受*

!="

+

'中医腰痛方胶

囊提取自多种中草药#在补益肝肾-疏通经络-强筋健骨-通气

止痛等方面疗效明显*

'

+

'为提高肝肾亏虚型腰椎间盘突出症

患者的治疗效果并改善其生命质量#本研究在常规治疗基础上

加用腰痛方胶囊#获得良好治疗效果'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随机选取
!%%

例
"%!&

年
9

月至
"%!<

年
9

月

本院治疗的肝肾亏虚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分

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
&%

例#所有患者均满足国际腰椎研究

会制订的腰椎间盘突出症诊断标准#并符合.中药新药临床研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9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TF+.BLUI?@

!

2>ABN+BH"%!9

!

\>I#!$

!

2>#"!

"

基金项目"河北省秦皇岛市科学技术研究与发展计划资助项目$

"%!<%")!&9

&'



究指导原则/拟定的肝肾亏虚证#患者伴有典型的肝肾亏虚型

腰椎间盘突出症症状'试验组女
!&

例#男
'&

例%年龄
&&

!

0%

岁#平均$

<&#&W0#!

&岁%患病时间
'

!

"%

年#平均$

9#&W!#&

&

年'对照组女
!"

例#男
'0

例%患者年龄
&'

!

0!

岁#平均

$

<&#$W0#&

&岁%患病时间
'

!

!0

年#平均$

9#'W!#&

&年'

"

组

患者在患病时间-男女构成比例-患病年龄等方面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试验组和对照组患者均选取牵引及布洛芬口服治

疗'牵引治疗!患者采取俯卧位#在牵引床上尽量保持双下肢

伸展并处于放松状态'医师探查椎间隙寻找病变位置#固定患

者的上半身和骨盆#对上半身和下半身实施对抗性牵引'牵引

力选择
"%

!

'&_

E

#根据患者病情及时作出调整'给予持续性

牵引#每次治疗时间设定为
"%N?@

#

!

次"日#

!%

次为
!

个疗程'

布洛芬口服治疗!采用布洛芬缓释胶囊$每粒
%#'

E

#国药准字

*!%1%%%01

#中美天津史克制药有限公司&

!

粒口服#

"

次"日'

此外#试验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腰痛方胶囊'腰痛方胶

囊具体方剂为红参
!%

E

-红花
!%

E

-白芍
!%

E

-杜仲
!%

E

-川芎

!%

E

-当归
!%

E

-牛膝
!%

E

-黄芪
!&

E

-五加皮
!"

E

-鹿角胶
&

E

-

炙甘草
&

E

#由本院药剂科按上述方剂煎煮浓缩成丸#每粒
%#&

E

#

"

E

"

L

#

'

次"日#连续用药
"

周为
!

个疗程'

$#'

!

疗效评价
!

显效!经过治疗患者的腰腿疼等症状全部缓

解#直腿抬高超过
9%d

#日常工作和生活不受影响'有效!治疗

后症状明显缓解#腰部活动功能能力和范围较之前明显好转'

无效!治疗前后患者症状无改善甚至加重'采用硫代巴比妥酸

荧光法检验
"

组患者丙二醛$

.-)

&水平'采用生命质量核心

量表$

f6T=U'%

&对肝肾亏虚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生命质

量进行评估'量表主要包括躯体功能-物质生活-社会功能-心

理功能等
$

个维度#共
'%

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
&

级评分#分

别计
!

!

&

分'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7877"!#%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计量资料以
IWE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

数或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

表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

组患者的治疗效果-

.-)

水平
!

"

组患者治疗后病情

均表现好转#与对照组比较#试验组患者血浆
.-)

更低#总有

效率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

'

表
!

!!

"

组患者治疗效果(

+

$

^

%)

组别
+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试验组
&% '"

$

<$#%%

&

!$

$

"0#%%

&

$

$

0#%%

&

$<

$

1"#%%

&

对照组
&% !%

$

"%#%%

&

"!

$

$"#%%

&

!1

$

'0#%%

&

'!

$

<"#%%

&

表
"

!!

"

组患者血浆
.-)

水平$

IWE

&

@N>I

'

NT

%

组别
+

治疗前 治疗后
!

个月

试验组
&% <#&&W%#%0 $#$!W%#%$

对照组
&% <#&'W%#%9 $#$"W%#%'

/#/

!

"

组患者的生命质量
!

与对照组比较#试验组患者治疗

后生命质量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

组患者的生命质量$

IWE

&分%

组别
+

社会功能

治疗前 治疗后

心理功能

治疗前 治疗后

物质生活

治疗前 治疗后

躯体功能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 !<#$$W"#"" !0#%%W!#&& !!#<!W!#9% !9#""W!#9% !0#%%W!#&& !1#%!W!#&$ "$#&&W!#<< "<#0'W!#&'

试验组
&% !<#''W!"#!! "!#!9W!#$' !!#<%W!#&% ""#%%W!#0! !0#!!W!#<! "%#1&W!#&% "$#&"W!#99 '!#<1W!#<9

'

!

讨
!!

论

!!

腰椎间盘突出症具有较高发病率#其发病机制是椎间盘纤

维环破裂后释放大量黏多糖等多种物质#对神经根和周围组织

产生刺激作用#引发充血和水肿'无菌性炎性反应进一步进

展#在局部形成肉芽肿和水肿#造成代谢障碍#神经根周围发生

瘀血-水肿#椎管内的组织出现变形和坏死#逐步引发一系列临

床症状*

$=&

+

'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发生受多种因素影响#如年龄-

遗传-工种-慢性病等'有研究证实#某些脊椎手术会导致继发

性的腰椎间盘突出症#因此保守治疗在临床应用较广泛*

<=9

+

'

中医认为#腰椎间盘突出症多是由于患者体质虚弱#外邪入侵#

注于经络并导致经脉不畅#进而致病%亦或是由于患者肝肾亏

虚-筋脉骨节营养不足所致'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治疗措施较

多#手术方案虽能取得一定疗效#但损伤大-恢复慢#弊端较多%

口服非甾体类抗炎药#对胃肠道刺激较大%硬膜外阻滞及骶管

阻滞仅适用于首次发病且疼痛明显的患者#临床应用受限*

0=1

+

'

肝肾亏虚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多为年龄偏大-肝肾亏虚致

病#而部分患者由于风寒湿邪及创伤引发#后期失治或治疗措

施不当又会导致肝肾亏虚#因此#此病病理是肝肾虚惫*

!%=!!

+

'

腰痛方胶囊提取自多味中药#方剂中黄芪在补气方面疗效明

显%红花有活血化瘀的效果%杜仲-甘草等在补肾方面疗效明

显%当归具有行气活血作用'诸药联合应用#共同发挥活血化

瘀-补益肝肾-疏通经络-除寒除湿的作用'本研究结果显示#

与对照组比较#试验组治疗后血浆
.-)

水平更低#总有效率

和生命质量更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

综上所述#肝肾亏虚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在常规治疗基

础上加用腰痛方胶囊#可有效降低患者血浆
.-)

水平#提高

治疗总有效率#改善患者生命质量#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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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9

&!

$%=$"#

*

$

+ 陈荣凯
#

牵引联合推拿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疗效

*

a

+

#

深圳中西医结合杂志#

"%!&

#

"&

$

"'

&!

!%0=!%1#

*

&

+ 王德斌#左曙光
#

自体悬吊单摆牵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

a

+

#

北方药学#

"%!'

#

!%

$

9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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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宁国利#刘杏利#代根奇#等
#

人工反背牵引联合大推拿改

良新法治疗单侧型腰椎间盘突出症
!%'

例*

a

+

#

河南中

医#

"%!$

#

'$

$

!"

&!

"$9&="$9<#

*

9

+ 陈冠儒#许兵#王萧枫#等
#

伤科腰痛贴联合独活寄生汤治

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疗效研究*

a

+

#

浙江中医杂志#

"%!$

#

$1

$

&

&!

'91='0%#

*

0

+ 丁庆刚#连树林
#

雷火灸治疗肝肾亏虚$偏阳虚&型腰椎间

盘突出症
'%

例*

a

+

#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

"%!&

#

!'

$

!1

&!

0!=0"#

*

1

+ 吴卫华#袁丽芳
#

多方整脊疗法配合牵引治疗腰椎间盘突

出症临床观察*

a

+

#

中国民间疗法#

"%!$

#

""

$

!!

&!

$$=$&#

*

!%

+王万骥
#

独活寄生汤加减配合牵引推拿治疗腰椎间盘突

出症临床观察*

a

+

#

中国实用医药#

"%!'

#

0

$

!<

&!

!1!=!1"#

*

!!

+聂永全
#

牵引推拿针灸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疗效分析

*

a

+

#

实用中医药杂志#

"%!'

#

"1

$

!"

&!

!%'1=!%$%#

$收稿日期!

"%!9=%$=%$

!!

修回日期!

"%!9=%<=!!

&

!临床探讨!

跨越楼层式中央监护站对护士工作量及护理质量的影响"

韩宏艳!胡志会!韩秀娟!王志茹!王翠华

"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医院重症医学科
!

%<$!%%

%

!!

摘
!

要"目的
!

研究跨越楼层式中央监护站对护士工作量及护理质量的影响&方法
!

选取该院神经外科'胸血管外科'呼吸

外科及骨外科护士为研究对象!对医院采用跨越楼层式中央监护站前后的护士工作量'护理质量及患者满意度等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

采用跨越楼层式中央监护站后!神经外科'胸血管外科'呼吸外科'骨外科每天人均白班及夜班护理工作量评分均较采用跨

越楼层式中央监护站前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采用跨越楼层式中央监护站后!护理质量各项评分均优于采用跨越

楼层式中央监护站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采用跨越楼层式中央监护站后患者的总体满意度为
10#1<̂

!采用跨越楼层

式中央监护站前患者总体满意度为
9"#1"̂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采用跨越楼层式中央监护站能减少护理工作

量!提高护理质量及患者满意度!值得推广和应用&

关键词"跨越楼层式#

!

中央监护站#

!

护士工作量#

!

护理质量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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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9"=1$&&

"

"%!9

%

"!='""<=%'

!!

外科是医院的重要科室之一#所收治的患者病情相对较

重#术前-术后多需要在重症监护室$

4U[

&进行有效的监护治

疗*

!

+

'传统外科
4U[

所采用的监护以医务人员为主#其定期

到患者床旁观察记录患者的生命体征情况'我国患者多#缺乏

医务人员#护士在对患者进行监护的同时还需要进行其他护理

工作#无法保证有效进行监护#如患者在监护间隔时间内发生

异常#会导致救治不及时或错失最佳治疗时机#大大影响患者

的预后及治疗效果#也影响医院形象'因此#采用有效的监护

方法#对提高监护效果-保证患者治疗效果-提高救治质量具有

积极影响'本研究采用跨越楼层式中央监护站模式对外科患

者进行监护#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外科楼神经外科-胸血管外科-呼吸

外科及骨外科等
$

个科室-能够独立看护患者的
&<

例责任护

士%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W$#%$

&岁%

本科
"%

例#大专
'<

例'

$#/

!

方法
!

本院建有
!$

层外科楼#中央监护站设在
!%

层#负

责本楼
!&

个科室
$9&

张床位的多参数监护任务'监护站工作

人员
"$G

不间断值班#只需在工作站监测患者各项生命体征

并及时记录'发现生命体征异常可第一时间通知相关科室值

班人员#便于值班人员了解患者病情变化#采取有效的治疗措

施#使患者得到及时救治'本研究随机选取神经外科-胸血管

外科-呼吸外科及骨外科进行研究#并对责任护士及患者在采

用跨越楼层式中央监护站前后的护理工作量-护理质量及患者

满意情况进行研究'

$#'

!

观察指标

$#'#$

!

护理工作量
!

应用治疗干预评分系统$

3477="0

&对本

院神经外科-胸血管外科-呼吸外科-骨外科的
4U[

护理工作

量进行测评*

"='

+

#于应用跨越楼层式中央监护站前-后
!

个月随

机抽取
!$L

共
!1"

例患者进行评估'本研究实施前由研究者

和专家运用
3477="0

评分系统同时对
!&

例患者进行预测评#

评定者信度为
%#11$

'

$#'#/

!

护理质量*

$

+

!

采用自行设计的护理质量调查问卷'本

问卷共包括文件管理-无菌操作-护士专业知识-临床专业护

理-健康教育等
&

个方面的内容#每项内容下设计
&

个问题#每

个问题
'

个答案#分别记为
!

!

'

分#总分均为
!&

分#得分越

高#说明护理质量越好'

$#'#'

!

患者满意度
!

采用.住院患者护理工作满意度量表/对

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进行评价#该量表的信度$

UH>@+F,Gg

系数&

为
%#0<

#效度较好'该问卷共有
"%

个条目#总分
!%%

分#其中

大于或等于
1%

分为非常满意%

9%

!$

1%

分为满意%

<%

!$

9%

分为较满意%

$

<%

分为不满意'总体满意度
:

$非常满意例

数
;

满意例数
;

较满意例数&"总例数
j!%%̂

'

$#1

!

统计学处理
!

数据采用
7877!1#%

统计学软件进行处

理'计量资料以
IWE

表示#两独立样本比较采用
;

检验'计

数资料以例数或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检验水准
#

:

%#%&

#以
!

$

%#%&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护理工作量
!

采用跨越楼层式中央监护站后#神经外科-

胸血管外科-呼吸外科-骨外科每天人均白班及夜班护理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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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河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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