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控制作用#其他诸如对昏迷*惊厥*呕吐*负性情绪

等重点护理问题的特别关注式护理干预#亦可对与之

相对应的各类不良护理结局产生良好的预防与控制

效应)故而#采用结局回溯性特别关注护理对病毒性

脑膜炎患儿实施干预#以护理结局倒逼重点护理问题

的确认并成功促成相应护理干预方案的快速形成与

有效落实#可获得较为理想的护理效果)正如表
*

所

示#试验组患儿的不良护理结局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

组#不良护理结局及时控制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

本研究表
6

结果显示#试验组结局回溯性特别关

注护理模式实施后#护理人员与护理对象对护理服务

的满意度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对于护理人员来

说#结局回溯性特别关注护理模式为其提供了科学的

护理工作方式#使其能够快速发现护理问题症结所

在#准确把握重点护理问题#优先解决可能指向不良

护理结局的症状*体征#合理分配护理时间#成功完成

对试验组患儿各类护理问题向不良护理结局发展的

阻断式干预#护理行为获得高效引导#护理结局获得

优化#故其对结局回溯性特别关注护理模式满意度极

高#而这种高满意度又反过来促成其对该护理模式的

主动*有效实施#进一步推动良好护理结局的实现#提

升护理职业价值认知与感受度)对于护理对象来说#

结局回溯性特别关注护理向其提供了重点突出*身心

并重*症因同护*全面全程的主动式护理服务供给#使

患儿能够受益于良好腰椎穿刺术护理#提高这一诊疗

措施的成功实施可能性#促进早期诊断的获取与相关

症状的改善#同时还可使患儿因疾病所致各类护理不

良结局的发生风险显著下降#即使发生了难以避免的

不良护理结局也能快速获得早期发现与及时控制性

处置#大幅度降低患儿受不良护理结局影响所致的伤

害程度#故该护理模式亦可获得患方的高度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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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满意度分析$结果
!

试验组置管脱落率"

,3,U

#%并发症发生率"

63/U

#%置管排斥率"

&3+U

#均明显低于对

照组"

!

$

,3,&

#&置管
*

个月后!试验组置管维护相关知识和自我管理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并且试验组患者

对置管满意度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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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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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静脉的静脉穿刺术#该穿刺术由经过专业训练且合

格的护士操作#因大静脉血流速度非常快#这样可以

快速地稀释药物以免患者血管受药物的刺激#从而有

效地减轻了患者的痛苦#并且
#]!!

通过手臂血管运

送药物的同时还为患者运输其所需的营养#其安全*

有效*可靠#在临床上已被广泛使用'

*7&

(

#其优点虽然

明显#但是置管后是否进行合理*规范化的维护与导

管留置时间*脱落率*并发症发生情况密切相关#因此

后期维护非常重要)近年来#

#]!!

置管后期维护过

程运用得较为普遍的是
#(!%

循环管理'

+7/

(

#此外在

患者后期恢复过程中#患者自我管理能力的提高对患

者生活质量*病情恢复等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47*,

(

#

但是在
#]!!

置管护理过程中极少用到
#(!%

循环

法结合患者自我管理#为了进一步探讨如何提高置管

成功率*降低患者置管后出现相关并发症的风险#本

研究将分析患者自我管理结合
#(!%

循环管理在

#]!!

置管患者中的应用效果)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3$

!

一般资料
!

选取
6,*&

年
6

月至
6,*+

年
/

月在

本院呼吸内科接受
#]!!

置管的
0*

例患者作为研究

对象#根据护理方法不同分为对照组$

$&

例%和试验组

$

$+

例%)其中对照组男
*4

例*女
*+

例#年龄
6&

!

/&

岁*平均$

-&36b*03+

%岁#化疗
*&

例*手术
6,

例&试

验组男
6,

例*女
*+

例#年龄
66

!

/-

岁*平均$

-&3-b

*03&

%岁#化疗
*+

例*手术
6,

例)两组患者在年龄*

性别*治疗方式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3,&

%#具有

可比性)此外#在本研究开始前#已征得本院及相关

科室领导的许可#且所有研究对象均知情同意*自愿

参与本研究)患者排除标准!意识不清*语言障碍*精

神性疾病*依从性很差的患者)

$3/

!

方法

$3/3$

!

对照组护理
!

对照组患者授受
#]!!

置管传

统的常规护理!对患者进行
#]!!

相关知识*注意事项

的普及*宣讲#随时检查穿刺部位有无不良反应$如疼

痛等%发生#如有发生进行常规处理)

$3/3/

!

试验组护理
!

对试验组患者采用
#(!%

循环

管理结合患者自我管理模式)从本院呼吸内科选取
-

名经验丰富的护士接受
#]!!

置管维护相关的专业培

训#培训后对其
#]!!

置管维护进行考核)考核内容

包含
#]!!

置管相关理论知识*后期维护操作方法的

掌握程度*置管过程的注意事项*对患者
#]!!

置管后

可能出现的相关并发症的应对情况#

-

名护士均考核

合格#由其中
*

名护士担任置管护理组长#构建
#(7

!%

循环管理)$

*

%护士对患者置管维护过程作出计

划#以及根据患者情况相应完善计划&$

6

%

#]!!

置管

维护!患者置管留置后期维护过程中#由护士按照前

期制订的计划对患者进行护理#随时观察患者情况#

一旦出现并发症等不良反应立即做出准确处理#分

析*找出发生不良反应的原因并做相应调整&$

$

%检

查!由护理组长定期对
#]!!

置管维护进行检查#对患

者并发症情况*调整情况*置管脱落情况*护理过程操

作情况进行统计评估&$

-

%对前期计划作进一步的完

善#对护理过程进行综合分析*评估#同时进入下一个

#(!%

循环管理)

$3/3'

!

患者自我管理模式构建
!

穿刺前对患者进行

详细的有关
#]!!

置管的自我管理教育#内容包括对

#]!!

置管相关事项进行详细解释*

#]!!

置管的优点

及效果*穿刺时如何配合护士*置管后的饮食要求*活

动禁忌*自我护理注意事项*心理压力缓解方法*并向

患者发放
#]!!

置管维护及自我护理的宣传资料以便

患者随时学习)置管后为提高患者自我管理能力#不

定时询问患者各项情况#细心听取患者有关置管自我

管理的询问并及时进行详细的解释与宣教)

$3'

!

评估指标
!

评估分析两组患者置管
*

个月后#

置管脱落率*并发症发生率*置管排斥率&评估比较两

组患者置管前*置管
*

个月后置管维护相关知识和自

我管理能力评分$置管正常维护
,

!

&

分#手卫生知识

知晓率
,

!

&

分#了解并发症防治
,

!

&

分#正确检查置

管情况
,

!

&

分#合理饮食控制
,

!

&

分#了解禁忌事

项
,

!

&

分%&评估两组患者置管满意度#满意度调查

分为满意*一般*不满意)

$31

!

统计学处理
!

使用统计学软件
a#aa*/3,

对所

得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
JbD

表示#组

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组

间比较采用
!

6 检验&以
!

$

,3,&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结
!!

果

/3$

!

两组患者置管
*

个月后相关参数结果比较
!

接

受
#]!!

置管
*

个月后#试验组患者的置管脱落率*并

发症发生率*置管排斥率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3,&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置管
*

个月后相关参数结果比较#

.

$

U

%&

组别
.

置管脱落率 并发症发生率 置管排斥率

对照组
$& -

$

**3-

%

+

$

*03*

%

/

$

6634

%

试验组
$+ ,

$

,3,

%

"

*

$

63/

%

"

6

$

&3+

%

"

!!

注!与对照组相比#

"

!

$

,3,&

/3/

!

两组患者置管前*置管
*

个月后置管维护相关

知识和自我管理评分比较
!

置管前两组置管维护*手

卫生知识知晓率*了解并发症防治*正确检查置管情

况*合理饮食控制*了解禁忌事项评分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

!

%

,3,&

%)置管
*

个月后#试验组这
+

项评

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

$

,3,&

%#并且明显高于置管

前$

!

$

,3,&

%)置管
*

个月后#除正确检查置管情况

外#对照组置管维护*手卫生知识知晓率*了解并发症

防治*合理饮食控制*了解禁忌事项评分均明显高于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6,*/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XEL'9G!<BC

!

YECK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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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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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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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管前$

!

$

,3,&

%)见表
6

)

/3'

!

两组患者满意度比较
!

置管
*

个月后#试验组

患者置管满意度$

/$3$U

%明显高于对照组$

&03*U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3,&

%)见表
$

)

表
6

!!

两组患者置管前'置管
*

个月后置管维护相关知识和自我管理评分结果比较$

JbD

(分%

组别
.

置管前

置管维护 手卫生知识知晓率 了解并发症防治 正确检查置管情况 合理饮食控制 了解禁忌事项

对照组
$& *3*$b,3,& *3*-b,3,* *3,6b,3,* *3*-b,3,& *30-b,3,& *3&-b,3,/

试验组
$+ *3*6b,3,- *3*/b,3,$ *3,&b,3,6 *3*6b,3,6 *30/b,3,+ *3&$b,3,&

组别
.

置管
*

个月后

置管维护 手卫生知识知晓率 了解并发症防治 正确检查置管情况 合理饮食控制 了解禁忌事项

对照组
$& 636-b,3+/

"

63$/b,3-6

"

63$4b,30/

"

*3&0b,3-0 63&6b,3+,

"

636+b,3-0

"

试验组
$+ $3/&b*3*-

"&

$34+b*3*,

"&

$3+4b*3,*

"&

634-b,30&

"&

$3$*b,346

"&

$3*,b,3/4

"&

!!

注!与同组置管前比较#

"

!

$

,3,&

&与对照组置管
*

个月后相比#

&

!

$

,3,&

表
$

!!

两组患者满意度结果比较#

.

$

U

%&

组别
.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对照组
$& 6,

$

&03*

%

*6

$

$-3$

%

$

$

/3+

%

试验组
$+ $,

$

/$3$

%

"

&

$

*$34

%

"

*

$

63/

%

!!

注!与对照组相比#

"

!

$

,3,&

'

!

讨
!!

论

临床上
#]!!

置管是通过将导管从患者手臂静脉

插入至靠近心脏的大静脉位置#其对患者来说具有创

伤小*适应证广泛*导管留置时间长*患者痛苦小等优

点'

**7*$

(

#在临床上应用非常广泛#但是其操作复杂*难

度较大#甚至会因为某些原因$如维护不当*置管不当

等%导致患者出现各种并发症#严重影响患者身心健

康#给患者带来更多压力#甚至影响到临床治疗效果)

为提高患者置管成功率*降低患者置管后出现相关并

发症的风险#本研究将患者自我管理结合
#(!%

循环

管理应用于
#]!!

置管患者维护中)

#(!%

是戴明提

出的一项标准且科学性强的质量管理体系#已被广泛

应用于管理体系中'

&

#

*-

(

#并且已有研究表明
#(!%

能

很好地降低患者发生并发症的风险'

-

#

*&7*+

(

)笔者想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更为优质的护理方式以进一步

提高置管成功率*减少并发症发生率*提高患者满意

度#因此本研究中#试验组在
#(!%

循环管理的基础

上对患者进行自我管理教育培训#目的在于让患者更

加了解
#]!!

置管的相关知识*重视置管后期相关注

意事项*掌握自我管理技巧等'

*0

(

#以至于在置管后患

者能进行更为有效的自我管理)

本研究结果表明试验组置管脱落率*并发症发生

率*置管排斥率分别为
,3,U

*

63/U

*

&3+U

#对照组分

别为
**3-U

*

*03*U

*

6634U

#试验组占明显优势#这

可能是因为试验组患者接受
#(!%

循环管理结合患

者自我管理模式#较好地给予了
#]!!

置管维护护理

和患者更深入地掌握了置管后期维护要点#便有效地

预防了置管脱落和降低了发生并发症的风险)

本研究中对患者置管维护相关知识和自我管理

进行评分#主要是评估
#]!!

置管患者自我管理的存

在价值#对试验组患者进行自我管理健康教育后#该

组患者具备一定的规范化自我管理能力#研究结果表

明#较对照组患者而言#置管
*

个月后试验组患者在

置管维护*手卫生知识知晓率*了解并发症防治*正确

检查置管情况*合理饮食控制*了解禁忌事项评分方

面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

$

,3,&

%#这表明自我管理模

式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患者提高了自护能力)此外#与

置管前比较#除正确检查置管情况外#对照组其他
&

项评分均明显提高$

!

$

,3,&

%#这说明传统的常规护

理对置管后相关知识的了解和相关自护能力的提高

上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效果没有患者自我管理结

合
#(!%

模式明显)然而#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缺

陷#首先选取作为研究对象的
#]!!

置管患者数量较

少#并且只对置管
*

个月后的相关情况进行比较分

析#将来可以进一步扩大研究对象样本量#并适当延

长研究时段)

总之#自我管理结合
#(!%

循环管理应用于

#]!!

置管患者可以有效降低患者并发症发生率*减

少置管脱落*提高患者自护能力#并且可以增强患者

满意度#值得在
#]!!

置管患者中进一步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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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X#a

联合检测对肝硬化自发性腹膜炎的诊断价值

范红平!和迎春!忽胜和!毕凤清

"大理大学附属医院检验科!云南大理
+0*,,,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降钙素原"

#!.

#%

!7

反应蛋白"

!)#

#和内毒素"

X#a

#联合检测对肝硬化自发性腹膜炎

的诊断价值$方法
!

选取
6,*+

年
*

月至
6,*0

年
*

月收治的
/,

例肝硬化腹水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其中自发性

细菌性腹膜炎"

aF#

#组
-,

例!非
aF#

组
-,

例&选取同期健康体检者
&,

例作为对照组$比较
$

组研究对象血清

#!.

%

!)#

及
X#a

水平!单独及
$

项指标联合检测对肝硬化自发性腹膜炎的诊断价值$结果
!

aF#

组患者血

清
#!.

%

!)#

及
X#a

水平均明显高于非
aF#

组和对照组"

!

$

,3,&

#$

aF#

组患者治疗后血清
#!.

%

!)#

及

X#a

水平均明显低于治疗前"

!

$

,3,&

#$在单独检测中!

#!.

的灵敏度和特异度最高"

!

$

,3,&

#&在单项及联

合检测中!

#!.

%

!)#

%

X#a$

项指标联合检测灵敏度"

4,3,,U

#%特异度"

4&3,,U

#及准确度"

463&U

#最高"

!

$

,3,&

#$结论
!

#!.

%

!)#

和
X#a

联合检测可明显提高对肝硬化自发性腹膜炎诊断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对
aF#

的早期诊断%疗效检测及预后评估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降钙素原&

!

!

反应蛋白&

!

内毒素&

!

肝硬化自发性腹膜炎

中图法分类号"

)--+3*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0674-&&

"

6,*/

#

,*7,*,$7,$

!!

肝硬化患者发展晚期表现为失代偿期#自发性细

菌性腹膜炎$

aF#

%是晚期常见的并发症之一'

*

(

)肝硬

化患者一旦发生
aF#

会使病情迅速进展并恶化#根据

调查其病死率可高达
-,U

'

6

(

)因此对
aF#

早诊断*

早治疗#有利于提高肝硬化腹水患者的预后)肝硬化

合并
aF#

患者约有一半无明显临床症状#如腹痛*腹

部压痛*反跳痛#腹肌紧张#全身中毒症状等#早期症

状很容易与肝病症状混淆'

$

(

)通过腹水细菌培养所

需时间很长#且阳性率低#所以很难对早期肝硬化合

并
aF#

进行诊断)为了探讨降钙素原$

#!.

%*

!7

反应

蛋白$

!)#

%和内毒素$

X#a

%联合检测对肝硬化自发性

腹膜炎的诊断价值#本文选取
6,*+

年
*

月至
6,*0

年

*

月本院收治的
/,

例肝硬化腹水患者进行分组研究)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3$

!

一般资料
!

选取
6,*+

年
*

月至
6,*0

年
*

月本

院收治的
/,

例肝硬化腹水患者为研究对象)所有患

者经过临床症状及体征*实验室检查及腹水细菌培养

检查#均符合
6,,,

年全国第
*,

次病毒性肝炎及肝病

学会议的诊断标准'

-

(

)

aF#

诊断标准!发热*腹肌紧

张*腹痛*腹部压痛*反跳痛&腹水量增多&腹水白细胞

$

SF!

%

%

,3&`*,

4

"

X

或多形核白细胞$

#'1

%

%

,36&̀ *,

4

"

X

&腹水细菌培养结果呈阳性&以最后两点

为确诊标准)其中合并
aF#

感染患者
-,

例#为
aF#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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