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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干预对重睑术联合下眼袋矫正术患者的影响"

谢
!

萍

"四川绵阳市中心医院手术室
!

$!&%%%

#

!!

摘
!

要"目的
!

建立优质护理干预模式!研究其对接受重睑术联合下眼袋矫正术患者的影响$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该院进行重睑术联合下眼袋矫正术的患者
&$%

例!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S%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

给予优质护理$比较
!

组患者术后的满意度&心理焦虑情绪和并发症发生率$结果
!

观察组患者的总满意度为
($P!LZ

!明显高

于对照组患者的
J!PLZ

!观察组患者焦虑情绪得到明显改善!观察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P%L

#$结论
!

给予优质护理干预可明显提高患者术后的满意度!改善其焦虑情绪并降低并发症发生率!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重睑术%

!

下眼袋矫正术%

!

优质护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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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整形外科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美容整形的需

求和期望日益增高(

&

)

*重睑成形术又称双眼皮手术#为眼部美

容最常见的手术#通常在门诊完成*眼睑皮肤是全身最薄'最

柔软的皮肤#具有表皮角化少的特点#并处于人体的外露部分#

容易引起下睑的袋状突起#严重影响局部和整体美观(

!

)

*单睑

伴有下睑袋人群较常见#其希望在手术中一次性进行全矫正*

由于手术部位和要求特殊#一旦发生感染会产生明显的瘢痕或

其他并发症#不仅严重影响美观#而且会威胁患者的生命健

康(

'

)

*因此#围手术期的护理对患者的恢复和美容效果具有重

要意义*本院通过对实施重睑术联合下眼袋矫正术的患者给

予优质护理干预#取得了确切疗效#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P$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本院进

行重睑术联合下眼袋矫正术的患者
&$%

例&患者年龄
'!

#

KL

岁#平均年龄为$

'SP!aLP$

%岁*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

组#每组
S%

例*观察组男
&%

例#女
J%

例&年龄
'!

#

K!

岁#平

均$

'$PSaKP(

%岁*对照组男
S

例#女
J!

例&年龄
'K

#

KL

岁#

平均年龄$

'JP!aLP!

%岁*排除标准!$

&

%患高血压&$

!

%患糖尿

病&$

'

%患心脏疾病&$

K

%处于月经期&$

L

%患眼部疾病$结膜炎'

沙眼'眼部炎性反应等%*

!

组患者在手术前均接受检查#并符

合手术指征*

!

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P%L

%#具有可比性*本研究获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

组患者

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P/

!

方法
!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模式*$

&

%术前的登记'检查

和基础护理*$

!

%术前沟通#告知患者基本过程和术后的注意

事项*$

'

%告知患者定期复诊*

观察组给予优质护理模式*$

&

%术前详细收集患者的姓

名'性别'年龄'健康状况'联系方式等有效信息*采用多媒体

形式#形象生动地介绍手术过程'手术中可能会出现的情况'术

后恢复期的注意事项*设立提问环节#积极准确地解答患者的

疑问#提高其对手术的认知*$

!

%鼓励患者表达自己的内心活

动#分析存在负性心理人群的特点和相关因素#根据患者年龄'

职业'文化水平等个体差异#针对性地给予有效沟通#消除患者

对手术的紧张'焦虑等情绪*$

'

%详细做好术前登记#收集患者

+

L(!'

+

检验医学与临床
!%&J

年
&&

月第
&K

卷第
!!

期
!

CH3B.8-4;2

!

Q5<.N3.1!%&J

!

X54P&K

!

Q5P!!

"

基金项目!四川省医学科研青年创新课题计划资助项目$

e&L%'$

%*

!!

作者简介!谢萍#女#主管护师#主要从事护理学方面的研究*



病史#评估患者的身体健康状况#如高血压'糖尿病'瘢痕体质'

凝血情况#是否在月经期等#以利于术中操作和术后恢复*协

助患者做好术前检查*给予患者术前饮食指导*保证患者术

前有充足的睡眠#提高机体免疫力*围绕手术麻醉等多方面内

容和患者进行交流#并对其进行指导#引导其更好地配合医务

人员的工作(

K

)

*$

K

%术后积极与患者沟通#了解其手术情况*

在术后
&8

给予冰袋冷敷#以达到促进血管收缩'减轻水肿的

目的*术后
!8

给予热敷#促进消肿#并提醒患者减少用眼*

嘱咐患者手术采用高枕卧位或半卧位#可促进淋巴和静脉回

流#进一步消除水肿*嘱咐患者术后遵医嘱按时按量口服药

物*于术后定期复查#促进患者的恢复#并减少或避免术后并

发症的发生*$

L

%详细告知居家时的自我护理*指导患者早期

局部冷敷'加压#讲解眼部清洗的方法与步骤*告知患者饮食

要清淡营养#禁忌活血药物或食物#避免弯腰低头的活动*发

放术后护理的知识卡片#内容包含护理措施和医院联系方式

等&患者如发生出血过多'血肿'眼部不适等需立即就医或打电

话咨询#以最大程度上获得医疗护理支持*安排
!

位护士根据

病历档案信息#负责电话回访的健康追踪工作*对患者进行电

话随访#掌握患者饮食'恢复情况'心理状态等#同时调查患者

需要哪些帮助和指导#了解患者家庭护理的情况#对存在不适

的患者#要求其及时复诊*

$P'

!

观察指标
!

$

&

%满意度*待
!

组患者手术恢复后$小于或

等于
$

个月%#给予患者满意度调查表*调查表分为非常满意'

满意'一般'较差
K

个等级#按
&

#

K

分赋值#并将满意度总分折

算为百分制*得分大于
(%

分记为非常满意#

$

S%

#

(%

分记为

满意#

$

J%

#

S%

分记为一般#

'

J%

分记为较差*总满意度为非

常满意率'满意率之和*$

!

%焦虑情绪*利用国际通用的焦虑

自评量表$

"9"

%评估患者对手术的心理状况#满分
&%%

分*以

分数的高低判断人群焦虑情绪的程度#分数越低表示焦虑情绪

越低*$

'

%并发症*记录患者手术后出血'切口感染'血肿等情

况*

$P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P%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

理*计量资料以
Aa>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7

检验*计数资料

以例数或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P%L

表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P$

!

优质护理对患者满意度的影响
!

观察组患者的总满意度

为
($P!LZ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J!PLZ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P(JLK

#

=

#

%P%L

%*见表
&

*

表
&

!!

优质护理对患者满意度的影响$

#

%

Z

'(

组别
#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较差

观察组
S% J!

$

(%P%

%

L

$

$P!L

%

!

$

!PL%

%

&

$

&P!L

%

对照组
S% KS

$

$%P%

%

&%

$

&!PL

%

&J

$

!&P!L

%

L

$

$P!L

%

/P/

!

优质护理对患者
"9"

评分的影响
!

护理干预前#

!

组患

者的
"9"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P%L

%*经干预后#

!

组患者的焦虑情绪均降低#且观察组患者的
"9"

评分明显

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P%L

%*见表
!

*

/P'

!

优质护理对患者并发症的影响
!

观察组发生并发症
'

例

$

'PJLZ

%#对照组发生并发症
&L

例$

&SPJLZ

%#观察组的并发

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JPK$'(

#

=

#

%P%L

%*

表
!

!

优质护理对患者
"9"

评分的影响%

Aa>

&分'

组别
#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S% J$P$'a$P&! !SPLSa'P&K

")

对照组
S% JJPS!a$P(S LSP$!a$P'S

"

!!

注!与干预前比较#

"

=

#

%P%L

&与对照组比较#

)

=

#

%P%L

'

!

讨
!!

论

!!

美容整形是一项高风险的医疗服务*患者可通过整形手

术达到改善形象'提升自信的目的#因此#患者对手术有较高的

期望值*重睑成形术和睑袋矫正术是眼部整形的常见手术#但

相关研究报告指出#美容整形术后对总体效果不满意的患者约

占
'LZ

#感染'出血等并发症发生率约为
&LZ

#美容术后并发

症与术后护理密切相关(

L

)

*

!!

传统的美容整形门诊手术术前未提供有效'持续的优质护

理支持#也未动态掌握患者对手术的认识情况'居家康复和自

我护理的相应知识#若出现突发情况#患者处理不当#会导致并

发症并影响术后效果#大大降低患者对手术的满意度*本研究

采用优质护理干预措施#动态跟踪患者的身体'心理'认知情况

等#并给予个体化护理支持#使患者对接受手术的风险'手术过

程'如何配合医护人员'康复过程和整形效果等有清楚的认识

和理解*本研究启用家庭护理#使得护理模式延续到居家生活

中#患者及其家属能进行自我护理并与健康医疗提供者进行良

好协调(

$

)

*此护理模式是着重于信息'管理和关系的一种护理

形态*在居家恢复期间#给予患者有效的护理干预#使护理投

射到家庭中#可使患者对整形手术有客观的认识#对康复过程

和整容效果有明确的认知#促使患者术后进行自我观察并实施

有效的护理#进一步促进康复#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

本研究中#实施优质护理干预措施后#观察组患者的总满

意度为
($P!LZ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J!PLZ

#表明本研究将医

院护理与家庭护理进行无缝对接#可使患者从术前到恢复期都

能接受有效的护理支持#有助于医师动态掌握患者情况#并采

取针对性的有效措施提高手术效果和患者满意度*同时#本研

究注重对患者进行心理评估和护理*心理护理能提高患者对

治疗的安全感#缓解其焦虑程度#让患者充分认知到皮肤恢复

需要一定的时间#需要正确看待和定期复查*眼部术后居家康

复期易产生的并发症$如伤口疼痛'肿胀'渗血及伴随的流泪和

眼疲劳等%易导致患者紧张'焦虑#存在较大的医疗护理安全隐

患*本研究结果显示#通过优质护理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的焦

虑情绪得到有效改善#其
"9"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同时#患

者并发症发生率也较对照组明显下降*

!!

综上所述#优质护理干预可有效提高患者的满意度#改善

其焦虑情绪并减少并发症#确保患者的医疗护理质量和安全#

是一种科学'有效的护理模式#可为患者提供及时'有效'深层

次的护理服务#确保医疗护理的质量和疗效#对减少美容整形

医患纠纷有重要作用#值得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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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部及肝脏&S

G+GIR

摄取结果
!

见表
K

*

表
K

!!

脑部及肝脏&S

G+GIR

摄取结果%

Aa>

&

N"<

'

组别
#

脑部 肝脏

健康组
J! &(P!Ka$P&L 'P('a&P'!

稍高血糖组
J$ &$PK&aLPJ! KP(La&P'&

高血糖组
KL &&PL%aLP'&

"

LP'!a&PL$

"

!!

注!与其他
!

组比较#

"

=

#

%P%L

'

!

讨
!!

论

!!

在肿瘤良恶性诊断中#

&S

G+GIR,U*

"

-*

检查具有重要临

床应用价值*在实际工作中#较多因素会影响病灶'组织或器

官对&S

G+GIR

的摄取#造成图像质量的差异#从而导致误诊或

漏诊*血糖是主要的影响因素之一*本研究探讨不同血糖水

平对正常脑组织和肝组织图像质量及其代谢值的影响#以期为

核医学诊断医师提供理论支持与指导*在&S

G+GIR,U*

"

-*

检查的临床实践中#多数以
"WX

NHM

为标准来判断肿瘤病灶的

良恶性#主要因为
"WX

NHM

是半定量指标#可减少由注射剂量不

同及机体质量差异所引起的放射活度差异#且其受部分容积效

应的影响较小#不会受到
)\D

形状大小与技术水平的影响*

!!

,U*

"

-*

脑显像作为一种安全无创显示大脑对示踪剂摄

取的影像学方法#能够从分子水平反映活体脑组织的功能及代

谢状态*其中#

&S

G+GIR

是
,U*

"

-*

检测中应用最广泛的显

像剂*随着血糖水平的变化#大脑的生理或病理活动也会随之

发生变化*

&S

G+GIR

可作为葡萄糖的相似物潴留在脑细胞使脑

组织显影#而
"WX

NHM

可反映其对&S

G+GIR

的摄取能力#进而评

价其代谢活性(

!

)

*本研究对不同空腹血糖水平下的脑部显像

规律进行比较#发现不同血糖水平下图像质量有明显差异*高

血糖组的图像质量明显低于健康组*高血糖组近
'%Z

的脑组

织显影呈
%

级#随着血糖水平的降低#脑组织显影
%

级与
&

级

图像比例降低#

!

'

'

级图像比例升高#说明脑组织显像图像质

量受血糖水平的影响较大#可能与脑组织显像本底较高有关*

因此#在行&S

G+GIR,U*

"

-*

检测前#应对血糖水平较高的患

者给予药物干预#适当降低其血糖水平*此外#血糖水平不仅

影响脑显像图像质量#对于脑组织
"WX

NHM

也有影响*本研究

结果显示#不同血糖水平下#脑
"WX

NHM

具有较明显的差异#高

血糖组脑组织
"WX

NHM

最低#稍高血糖组次之#健康组
"WX

NHM

最高#说明随着空腹血糖水平的升高#脑组织对&S

G+GIR

的摄

取逐渐降低#这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相仿(

'

)

#其原因可能与

脑组织能量代谢方式有关*脑组织的血供'各种声光影像'运

动及情绪波动等都会使脑细胞代谢产生变化#从而影响或干扰

,U*

"

-*

脑代谢显像(

K

)

*因此#核医学诊断医师对于可能造成

正常或病变脑组织较高或较低代谢的原因要进行综合考虑#从

而对疾病做出更好的诊断或鉴别诊断*

!!

在实际工作中#核医学诊断医师对肿瘤良恶性进行判断或

调节影像对比度#一般会以肝脏作为参照物*肝脏
"WX

NHM

可

以为肿瘤良恶性鉴别提供参考#良性肿瘤
"WX

NHM

一般会低于

肝脏#恶性肿瘤
"WX

NHM

一般高于或近似于肝脏*有学者报道#

采用肝脏本底
"WX

NHM

作为参考#可以消除个体差异对诊断的

影响#明显提高诊断准确率(

L

)

*本研究结果显示#血糖水平也

会对肝脏图像质量及
"WX

NHM

产生影响*随着血糖水平的升

高#图像质量变差#颗粒粗大不均匀#而肝脏
"WX

NHM

也随之升

高#导致肿瘤显影困难*因此#在对
,U*

"

-*

图像阅片时要考

虑血糖水平对肝脏摄取的影响#减少对肿瘤病灶的误诊或漏

诊(

$

)

*

!!

由于&S

G+GIR

被人体不同器官或组织摄取的差异较大#加

之影响其生理或病理性摄取的因素较多#本研究仅对不同空腹

血糖水平下脑组织及肝脏对&S

G+GIR

摄取显像和
"WX

NHM

进行

研究#结果表明血糖水平能够影响人体脑组织及肝脏的图像质

量及对&S

G+GIR

摄取*因此在行&S

G+GIR,U*

"

-*

检查前#正

确认识和利用显像规律#尽量减少各种可能的影响因素#对提

高&S

G+GIR,U*

"

-*

显像质量#减少由此造成的误诊及漏诊有

重要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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