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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晶晶#佟旭#曹亦宾
%

急性缺血性卒中静脉溶栓治疗院

前和院内延误现状分析'

_

(

%

中国卒中杂志#

#&$'

#

$$

$

$$

&!

**$"**'%

'

*

( 北京神经病学学会学术沙龙脑血管病协作组#张茁#张微

微#等
%##(&

例卒中患者延误诊治时间的因素分析'

_

(

%

中国脑血管病杂志#

#&&.

#

#

$

#

&!

'#"'-%

'

$&

(林玲
%

某三甲医院急性缺血性脑卒中静脉溶栓流程优化

与管理的研究'

+

(

%

福州!福建医科大学#

#&$.%

'

$$

(李晶晶#佟旭#郑华光#等
%

影响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静脉

溶栓治疗的院内延误因素分析'

_

(

%

中国脑血管病杂志#

#&$(

#

$-

$

-

&!

$60"$66%

'

$#

(张琳#朱晓萍#刘贤亮#等
%

护士主导的急性缺血性脑卒中

患者血管再通流程的优化及效果评价'

_

(

%

中华护理杂

志#

#&$(

#

.#

$

-

&!

--*"-.0%

$收稿日期!

#&$("$$"$&

!!

修回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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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楼层式中央监护站的应用对护理工作的影响"

胡志会!韩宏艳!韩秀娟!王志茹!王翠华

"唐山市玉田县医院外科监护室!河北唐山
&'-$&&

$

!!

摘
!

要"目的
!

观察跨越楼层式中央监护站的应用对护士工作量&不良事件&护理质量及患者满意度的影

响%方法
!

#&$-

年
$[$#

月该院未采用跨越楼层式中央监护站时!住院的
'.-

例患者纳入对照组!

#&$.

年
$[

$#

月采用跨越楼层式中央监护站后住院的
(&#

例患者纳入试验组!对采用跨越楼层式中央监护站前后的护士

工作量&不良事件&护理质量及患者满意度等情况进行比较%结果
!

采用跨越楼层式中央监护站后!试验组患

者直接护理&间接护理操作所用时间均明显少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试验组不良事件及医

疗纠纷发生率分别为
#%($Y

&

$%($Y

!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66Y

&

0%#$Y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0$

&

6%0#'

!

!

$

&%&.

$%试验组的总体满意度"

*'%$.Y

$优于对照组"

(#%*-Y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结论
!

跨越楼层式中央监护站能够减少护理工作量!提高工作效率!改善患者预后!降低医疗纠纷的发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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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法分类号"

3-($

文献标志码"

5

文章编号"

$'(#"*-..

"

#&$6

$

&*"$#*."&-

!!

外科监护室收治的患者多病情危重#需进行
#-@

动态生命监测#但对患者的监测除床旁
#-@

心电监

测*血流动力学监测外#其他监测都需要人工监测'

$

(

)

然而#由于护士工作量较大#在对患者进行监护的同

时还要进行其他护理操作#往往会因监护不及时#影

响救治时机及效果#从而引起医疗纠纷的发生#导致

医务人员及医院形象下降)跨越楼层式中央监护站

是新型的动态监护患者生命体征的方法#监护站工作

人员
#-@

不间断值班#能够及时发现生命体征异常#

使患者得到及时救治'

#

(

)本研究对本院肝胆胰外科*

泌尿外科*乳腺外科*心脏外科护士采用跨越楼层式

中央监护站前后的工作情况进行分析#现将结果报道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本院未采用跨越楼

层式中央监护站#

#&$.

年
$[$#

月本院采用跨越楼层

式中央监护站)本院外科楼肝胆胰外科*泌尿外科*

乳腺外科*心脏外科
-

个科室#能够独立看护患者的

责任护士共
'#

名#其中男
$&

名#女
.#

名#年龄
#0

#

-0

岁#平均$

0&%..Z-%$(

&岁%其中学历为本科
#&

名#

大专
-#

名)对采用跨越楼层式中央监护站前*后该

组护理人员护理的
$$.'

例患者进行对照分析#其中

采用跨越楼层式中央监护站前的
'.-

例住院患者纳

入对照组#采用跨越楼层式中央监护站后的
(&#

例住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6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N?JQ;BVC)9

!

Q?

H

#&$6

!

W8C%$.

!

18%*

"

基金项目!河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资助项目$

#&$.$&$(

&)



院患者纳入试验组#

#

组患者基础资料见表
$

#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本院

伦理委员会批准后实施)

表
$

!!

#

组患者基础资料比较

组别
)

年龄

$

/ZD

#岁&

体质量

$

/ZD

#

U

>

&

学历$

)

&

初中及以下 高中及以上

科室分布$

)

&

肝胆胰外科 泌尿外科 乳腺外科 心脏外科

婚姻情况$

)

&

已婚 未婚 离异

对照组
'.- ..%0'Z-%&* '*%'#Z$&%&' -&& #.- ##. $(6 $-# $&* --& $.. .*

试验组
(&# .(%$(Z-%$0 (&%&-Z$&%#0 0*& 0$# #-* $6' $.& $$( -'. $'6 '*

!

#

"

A &%*&0 $%&(' &%'*6 &%('( &%.-#

!

%

&%&.

%

&%&.

%

&%&.

%

&%&.

%

&%&.

$%/

!

方法
!

#&$-

年
$[$#

月采用跨越楼层式中央监

护站前对所有患者均采用传统的监护方法)

#&$.

年

$[$#

月采用跨越楼层式中央监护站对所有患者进行

监护#本院建有
$-

层外科楼#中央监护站设在
$&

层#

负责本楼
$.

个科室
-(.

张床位的多参数监护任务)

本研究所选取的
-

个科室#分别在
(

*

6

*

$$

*

$0

层#由

科室医生下达监护医嘱#电话通知监护室#监护室护

士调试好床旁监护仪后到病房进行监护#将各项生命

体征信息告知医师)返回监护室#将患者信息上传至

电脑#打印监护报告#

#-@

全程监护患者#每小时记录

监护信息#如有异常及时通知科室)

$%'

!

观察指标

$%'%$

!

护士工作量
!

采用邵爱仙等'

0

(制订的根据患

者日常生活自理能力$

5+N

&分级计算护士护理工作

量标准#对护士的工作量进行计算%

5+N

采用
R?F=@;C

指数评定#可分为
-

个等级)

*

级为
'&

#

$&&

分%

(

级为
-&

#$

'&

分%

+

级为
#&

#$

-&

分%

.

级为
$

#&

分)其评价指标主要为
5+N

不同级别患者护士直接

护理操作时间及间接护理操作时间)

$%'%/

!

不良事件
!

按照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

1VO

&

不良反应分级标准$

W-%&

&进行评价'

-".

(

)

$%'%'

!

医疗纠纷
!

记录采用跨越楼层式中央监护站

前后医疗纠纷发生情况)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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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方面内容#每项内容下

设计
.

个问题#每个问题
0

个答案#分别记为
$

#

0

分#总分均为
$.

分#得分越高#说明护理质量越好)

$%'%2

!

患者满意度
!

采用冯志英等'

'

(研制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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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F89J?A@l<

!

系数&为
&%6'

#经

专家认可其效度较好%该问卷共有
#&

个条目#总分

$&&

分#其中
'

*&

分为非常满意%

(&

#$

*&

分为满意%

'&

#$

(&

分为较满意%

$

'&

分为不满意)总体满意

度
2

$非常满意
4

满意
4

较满意&"总例数
g$&&Y

)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S,,$*%&

统计学软件进行

数据处理及统计学分析#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ZD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A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

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

$

&%&.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护士工作量分析
!

对照组
'.-

例患者#经
5+N

分级显示#

*

级
0*.

例#

(

级
##.

例#

+

级
#(

例#

.

级

(

例%试验组
(&#

例患者经
5+N

分级显示#

*

级
-0#

例#

(

级
#0-

例#

+

级
0&

例#

.

级
'

例%

#

组患者
5+N

分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12&%0'#

#

!

%

&%&.

&)通过

对护士护理操作时间分析#结果显示#对照组直接护

理*间接护理操作所用时间均明显多于试验组$

!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

!

不良事件及医疗纠纷比较
!

采用跨越楼层式中

央监护站后#试验组不良事件及医疗纠纷发生率分别

为
#%($Y

$

$*

例&*

$%($Y

$

$#

例&#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66Y

$

-.

例&*

0%#$Y

$

#$

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2.%&0$

*

6%0#'

#

!

$

&%&.

&)

表
#

!!

#

组患者人均护理操作时间比较#

/ZD

$

组别
)

直接护理操作时间$

@

&

*

级
(

级
+

级
.

级

间接护理操作时间$

G)9

&

*

级
(

级
+

级
.

级

对照组
'.- #%*&Z&%06 #%(6Z&%.& #%6.Z&%-& #%6.Z&%-0 $(((%-Z0&6%. $6-$%#Z0'&%0 $*$6%#Z06*%& $**(%.Z-&*%0

试验组
(&# $%6*Z$%&# $%(&Z&%*$ $%('Z&%(0 #%&.Z&%'. $0.*%'Z#0*%# $.0#%-Z#-(%' $..$%*Z#.*%- $.**%$Z#**%0

A -%(.0 -%6#. .%$'# .%(#6 '%&0' (%0$' 6%&#' $&%-#$

!

$

&%&.

$

&%&.

$

&%&.

$

&%&.

$

&%&.

$

&%&.

$

&%&.

$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6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N?JQ;BVC)9

!

Q?

H

#&$6

!

W8C%$.

!

18%*



表
0

!!

采用跨越楼层式中央监护站前后护理质量比较#

/ZD

(分$

时间 文件管理 无菌操作 护士专业知识 临床专业护理 健康教育

采用跨越楼层式中央监护站前
$#%&0Z#%6( $&%$#Z#%'. $&%&$Z0%#* $&%&&Z#%0- *%$.Z0%&*

采用跨越楼层式中央监护站后
$.%0#Z#%.' $.%&*Z$%*6 $0%6(Z0%-& $0%*6Z#%$$ $-%(*Z$%(#

A -%6(# *%60. .%&0- .%&0- 6%(*-

!

$

&%&.

$

&%&.

$

&%&.

$

&%&.

$

&%&.

/%'

!

护理质量分析
!

应用跨越楼层式中央监护站

后#护士在文件管理*无菌操作*护士专业知识*临床

专业护理*健康教育的得分均高于未采用跨越楼层式

中央监护站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

表
0

)

/%1

!

#

组患者对护士满意度分析
!

试验组的总体满

意度为
*'%$.Y

#对照组总体满意度为
(#%*-Y

#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2(%*#.

#

!

$

&%&.

&#见表
-

)

表
-

!!

患者对护士满意度分析&

)

#

Y

$'

组别
)

非常满意 满意 较满意 不满意度 总体满意度

对照组
'.- $(&

$

#.%**

&

#$6

$

00%00

&

6*

$

$0%'$

&

$((

$

#(%&'

&

-((

$

(#%*-

&

试验组
(&# 0(.

$

.0%-#

&

#'6

$

06%$6

&

0#

$

-%.'

&

#(

$

0%6.

&

'(.

$

*'%$.

&

'

!

讨
!!

论

!!

外科监护室患者多需要进行
#-@

的动态监测#然

而受我国医疗资源有限#患者多*护理人员缺乏*护理

工作量大等因素影响#致使以医务人员为主的
#-@

动

态生命体征监测效果受到限制#往往易导致监测不及

时#未能及时发现患者的异常情况#从而导致患者出

现并发症*残疾#甚至死亡等严重情况#大大增加了医

疗纠纷的发生率#也影响了患者的救治效果'

("6

(

)近

年来#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不断提升#对于护理要求

也越来越高#使临床护理人员的工作内容及工作方式

均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护理工作在医疗卫生行业中的

作用不断提升#护理辅助工具日益增多#护理工作日

益规范化)以往床旁监护仪大多为护理人员定时或

间断进行床旁查看*记录#这不仅加重了护理人员的

工作负担#还埋下了医疗安全隐患)

跨越楼层式中心监护站能
#-@

不间断对患者生

命体征进行全程监护#不仅传输文字信息和图像信

息#还能记忆患者各项信息#及时打印心电图及各项

生命体征#并且通过局域网传输回科室的每台电脑#

临床科室医护人员能随时查看记录#有利于及时发现

患者的异常情况#并及时处理#从而大大改善患者预

后#同时也能够减少临床护理工作量及医患安全隐

患'

*"$&

(

)跨越楼层式中心监护站的应用能够弥补传统

监护方式的不足#避免患者错失最佳的抢救*治疗时

机#使医疗隐患大大降低)

本研究结果显示#采用跨越楼层式中央监护站

后#试验组直接护理*间接护理操作所用时间均明显

少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表明应用

跨越楼层式中央监护站后可有效减轻护士工作量#提

高工作效率)且采用跨越楼层式中央监护站后#试验

组不良事件及医疗纠纷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护理

质量各项评分高于对照组#试验组的总体满意度优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说明跨越楼

层式中央监护站的建立#能够降低不良事件及医疗纠

纷的发生#改善患者预后#提高患者的满意度)这主

要是由于跨越楼层式中央监护站工作人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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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第一时间通知相关科

室值班人员#便于值班人员第一时间了解患者病情变

化#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使患者得到及时救治#大大

节省了护理人力资源#有效减少了临床护士的日常工

作量#同时降低了并发症*致残及致死率的发生#提高

患者满意度'

$$

(

)

综上所述#跨越楼层式中央监护站能够减少护理

工作量#提高工作效率#改善患者预后#降低医疗纠纷

的发生#值得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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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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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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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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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了解南宁第二人民医院外科急诊患者药物滥用筛查人群阳性率及人口特征%方法
!

以该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住院治疗的外科急诊患者为研究对象!取尿液标本!应用吗啡&甲基安非他明&氯胺

酮三合一检测试剂"胶体金法$行药物滥用筛查!严格按照试剂说明书进行操作%结果
!

共
0'&(

例患者完成药

物滥用筛查!筛查阳性率为
0%.6Y

%结论
!

南宁地区药物滥用形势严峻!对外科急诊患者行药物滥用筛查十分

必要%

关键词"药物滥用筛查#

!

外科急诊患者#

!

胶体金法

中图法分类号"

3'$-

文献标志码"

5

文章编号"

$'(#"*-..

"

#&$6

$

&*"$#*6"&0

!!

药物滥用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

(

)药物滥用人群

身体素质差#基础疾病多#此类患者应用药物后可能

出现耐受*协同*叠加等复杂效应和精神症状#其手术

麻醉用药及管理非常特殊%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环境

的歧视和影响#药物滥用患者对其药物滥用史一般都

会隐瞒或说谎#甚至连家属都不予配合#这些都大大

增加了药物滥用人群的治疗风险'

#

(

)本文拟通过分

析南宁第二人民医院外科急诊住院患者药物滥用筛

查结果#探讨外科急诊患者药物滥用人群特征#现报

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

年
$

月#南宁市

第二人民医院外科急诊住院患者
0'&(

例#年龄均
'

$#

岁)

$%/

!

主要试剂
!

吗啡*甲基安非他明*氯胺酮三合一

检测试剂$胶体金法&由北京中生朗捷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生产#生产批号!

#&$'&0#'

)试剂盒使用严格按

说明书操作)

$%'

!

检测方法
!

在不给予麻醉药物情况下进行导

尿#将尿液标本收集在采样杯中#尿样若呈可见的混

浊状#需先离心#过滤或待其沉淀后取上部清液检测)

按试剂盒说明严格操作#将试剂盒置于干净的台面

上#用塑料吸管垂直滴加
0

滴无空气泡的尿样$约
$&&

%

N

&于加样$

,

&孔内#等待紫红色条带的出现#

0

#

.G)9

内判定结果#

.G)9

后的结果无效)

$%1

!

结果判断
!

阳性$

4

&!在观察窗口#只有质控线

$

V

线&出现一条红色线条#反应线$

7

线&未出现任何

线条#表示对应的毒品浓度高于阈值)阳性结果表明

吗啡在
0&&9

>

"

GN

以上#甲基安非他明阈值为
.&&

9

>

"

GN

以上#氯胺酮在
$&&&9

>

"

GN

以上)阴性

$

[

&!在观察窗口#质控线$

V

线&和反应线$

7

线&均

出现)阴性结果表明吗啡在
0&&9

>

"

GN

以下#甲基安

非他明阈值为
.&&9

>

"

GN

以下#氯胺酮在
$&&&

9

>

"

GN

以下)无效!在观察窗口#未出现紫红色条带#

表明不正确的操作过程或试剂已变质损坏#在任何情

况下应重新测试)如果问题仍然存在#应立即停止使

用此批号产品)

$%2

!

统计学处理
!

根据筛查结果将患者分为阳性和

阴性
#

组#再进行比较)采用
,S,,#&%&

统计软件进

行数据处理及统计分析#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ZD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A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

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

$

&%&.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药物滥用筛查阳性患者各阳性指标分布情况
!

对
0'&(

例患者进行尿液药物滥用筛查#结果显示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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