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讨
!!

论

!!

提高用药安全是患者十大安全目标之一'

6

(

#也是

,三级医院评审标准实施细则$

#&$$

年版&-和,大型医

院巡查医院自查表-中所涉及的核心条款)为了提高

恶性淋巴瘤患者口服化疗药物的安全性#真正做到亲

视患者服药#对各个环节的疏漏进行分析#运用头脑

风暴的原则#修订不合理的制度#优化管理流程#如改

造前管理制度不完善#医嘱开具不规范#口服化疗药

一次性发送回病房#护士将口服药全部交予患者自行

保管#未做到亲视口服#药物相关知识宣教不到位#药

物不良反应未能被及时观察和处理等)进行流程优

化后#完善高危药品管理制度#加强化疗药物安全管

理#从医院到科室设立各层级的检查小组和督导人

员#加强医护人员相关知识培训#敦促医生规范开具

医嘱#配备药剂师进行审方#保证药房正确发送药物)

同时#增强护士工作责任心和专业技术水平#做到正

确拆零摆放#按时发放#亲视口服#并为患者详细介绍

药物相关知识#力争在每个环节*每个关卡都能保证

患者的用药安全)近年来#随着护理服务领域的不断

拓展#科学*优质的护理服务不仅配合临床治疗过程#

还应延伸至患者出院后的长期随访过程'

*

(

)加强对

出院患者的用药指导和电话随访#确保其在出院后整

个服药期间也能得到医护人员的监管#提高了患者口

服化疗药物自我管理能力)通过口服化疗药物管理

流程的优化#督促护士做到
.

个正确#即在正确的时

间将正确的药物*正确的剂量*通过正确的途径#给予

正确的患者'

$&

(

#降低了口服化疗药物不良事件的发

生#提高了口服化疗药物发放质量和效率#保证了患

者的用药安全和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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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胶体敷料联合脂肪酸液体敷料治疗七叶皂甙钠所致静脉炎的护理观察

张
!

颖!庞翠华#

"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骨科!重庆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水胶体敷料联合脂肪酸液体敷料治疗七叶皂甙钠所致静脉炎的疗效%方法
!

将
#&$.

年
6

月至
#&$'

年
$$

月
('

例输注七叶皂甙钠所致静脉炎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06

例%观察组采

用水胶体敷料联合脂肪酸液体敷料治疗!对照组采用
.&Y

硫酸镁湿敷!比较
#

组患者在治疗后的疼痛评分及局

部静脉炎恢复情况%结果
!

#

组患者治疗前疼痛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治疗
$

&

0

&

(B

后!观

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Y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0%(Y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

!

$

&%&.

$%结论
!

应用水胶体敷料联合脂肪酸液体敷料治疗七叶皂

甙钠所致的静脉炎具有更强&更快的止痛&软化血管等效果!操作简便&安全可靠%

关键词"七叶皂甙钠#

!

静脉炎#

!

水胶体敷料#

!

脂肪酸液体敷料

中图法分类号"

3.-0%'

文献标志码"

5

文章编号"

$'(#"*-..

"

#&$6

$

&*"$0##"&0

!!

七叶皂甙钠为中药提取物#是娑罗子成熟干燥果

实中提取的三萜皂甙钠盐#具有消除肿胀*抗渗出*抗

炎的作用#被广泛用于治疗骨科创伤或手术引起的肢

体肿胀'

$

(

)临床工作中发现约有
6&Y

以上患者输注

七叶皂甙钠药物
0

#

.B

内局部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疼

痛*红肿*血管条索状改变#对该药物较敏感者甚至当

天就出现静脉炎症状'

#

(

)这不仅给患者增加了痛苦#

也增加了护理人员静脉穿刺的难度#影响了患者的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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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和康复)近年来#随着密闭湿性愈合理论的提出#

新型敷料不断涌现'

0"-

(

#本院骨科选用水胶体敷料联

合脂肪酸液体敷料治疗静脉炎#取得了满意效果#现

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6

月至
#&$'

年
$$

月本

院骨科接受七叶皂甙钠治疗所致静脉炎的住院患者

为研究对象#共
('

例#其中男
-#

例#女
0-

例#年龄

$6

#

(*

岁)静脉炎按美国输液护理协会$

O1,

&标

准'

.

(判定#其中
*

级
#

例#

(

级
.

例#

+

级
'#

例#

.

级

(

例#在不同级别中#采用单双数法将其随机分为观察

组和对照组#每组
06

例)

$%/

!

治疗方法
!

$

$

&观察组用
&%*Y

生理盐水清洁局

部皮肤#脂肪酸液体敷料外涂血管红肿处#避开穿刺

点轻柔环形涂抹促进药液吸收#约
0&G)9

%再将水胶

体敷料剪成条状#沿静脉走向#超出红肿
$

#

#AG

贴

于皮肤上#用手掌轻轻按压敷料#让敷料与皮肤充分

接触#避免气泡产生#使其粘贴牢固)持续外贴
0

#

(B

#期间如敷料出现乳白色透明状*大面积卷边*脱

落现象需及时更换)$

#

&对照组采用传统方法#敷药

前清洁局部皮肤#用
.&Y

硫酸镁纱布湿敷局部#每日

0

次#连续
0

#

(B

)

$%'

!

观察指标

$%'%$

!

疼痛评分
!

记录治疗前#治疗后
$

*

0

*

(B

患者

局部疼痛情况采用数字评分法$

13,

&进行评价'

'

(

)

$%'%/

!

疗效评定标准
!

显效!

$

#

#B

局部皮肤红肿

消退#静脉弹性恢复#症状消失%有效!

0

#

.B

局部皮

肤红肿减轻#静脉弹性部分恢复%无效!

'

#

(B

局部皮

肤红肿消退不明显#静脉呈条索状#或有加重趋势)

总有效率
2

$显效例数
4

有效例数&"总例数
g$&&Y

)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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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组患者局部疼痛评分比较
!

#

组患者治疗前

疼痛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治疗

$

*

0

*

(B

后#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

&)见表
$

)

表
$

!!

#

组患者局部疼痛评分比较#

/ZD

(分$

组别
)

治疗前 治疗
$B

后 治疗
0B

后 治疗
(B

后

观察组
06 '%#Z$%$ #%.Z&%' $%0Z&%' &%0Z&%.

对照组
06 '%$Z$%& -%&Z$%& #%#Z&%( $%&Z&%(

!

%

&%&.

$

&%&.

$

&%&.

$

&%&.

/%/

!

#

组患者疗效比较
!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Y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0%(Y

#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2$$%.$.

#

!

$

&%&.

&)见表
#

)

表
#

!!

#

组患者疗效比较

组别
)

显效$

)

& 有效$

)

& 无效$

)

& 总有效率$

Y

&

观察组
06 #* * & $&&%&

对照组
06 . #0 $& (0%(

'

!

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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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叶皂苷钠的药理作用包括!$

$

&抗渗出作用#七

叶皂苷钠可以增加前列腺素$

S!T

&

#

!

的分泌#使

S!T#

!

"

S!M$

的比值增大#从而起到稳定微血管和细

胞的目的%$

#

&增加静脉张力改善微循环作用#七叶皂

苷钠可以增加去甲肾上腺素的缩静脉反应#从而促进

淋巴回流%$

0

&抗氧自由基及减轻氧自由基对组织细

胞的有害作用'

$

(

)因此#七叶皂苷钠有很好的消肿作

用#由于治疗效果确切#在骨科应用广泛#但静脉给药

静脉炎的发生率高#且症状较重'

(

(

)为不影响该药使

用#减轻患者的痛苦#用药前应向患者耐心讲解药物

的药理作用*使用的必要性*不良反应#以及给药时的

注意事项%讲解静脉炎的转归#消除其恐惧心理#取得

患者配合及理解)合理选用软*粗大*有弹性的血管

进行穿刺#不宜选手背小静脉#有血管性疾病*下肢骨

折或瘫痪的老年患者应避免使用下肢静脉)熟练掌

握穿刺技术#不可在同一部位反复*长时间输注)用

药过程中随时观察#以便及时发现#早期干预)

硫酸镁的高渗作用对静脉炎有一定效果'

6

(

#但在

湿敷过程中#浓度及湿度不能完全掌握#水分易挥发#

析出结晶#使纱布干燥*变硬#对患者皮肤产生刺激#

舒适感差)并且硫酸镁不具有促进组织修复和再生

的能力#起效慢#需要反复多次更换纱布)临床使用

极不方便#医护人员及患者接受度低#增加了护理工

作量'

*

(

)

脂肪酸液体敷料是一种过氧化脂肪酸酯#含有人

体必需的亚油酸*棕榈酸*硬脂酸*植物固醇*维生素

M

等成分#能增强局部皮肤抵抗力#并能改善局部血

液循环#提高细胞的通透性#促进血管表皮细胞更新

恢复#延长血管使用寿命'

$&

(

)水胶体敷料主要成分是

梭甲基纤维素钠#后者是一种特殊的高分子材料#极

少发生过敏'

$$

(

#其主要作用包括吸收大量渗出物质和

毒素#缓解药物外渗后引起的疼痛和肿胀#形成一个

密闭的低氧环境#刺激释放巨噬细胞及白细胞介素#

加速炎症的消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促进水肿*淤血

的吸收#加快破溃创面血管再生%增强白细胞功能#增

强局部的抗菌能力#同时可抵挡外界的微生物*灰尘#

减少感染机会#并能允许小分子物质#如氧*二氧化碳

透过而不透水#保护穿刺点#故不影响局部清洗和沐

浴#提高患者的舒适性和生活质量'

$#

(

)

水胶体敷料与脂肪酸液体敷料联合使用能起到

较好的协同作用#增强抗炎效果#止痛时间更快#能快

速消除患者难以忍受的疼痛症状#改善并修复血管

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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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应用水胶体敷料联合脂肪酸液体敷料治疗

静脉炎#临床疗效好#使用方便#操作简单#无不良反

应#患者有明显局部舒适感#易于接受#满意度高)但

因为水胶体敷料与脂肪酸液体敷料价格相对较高#使

用时需向患者及家属解释清楚#让患者及家属选择)

笔者认为#水胶体敷料联合脂肪酸液体敷料治疗静脉

炎#能让患者尽早解除痛苦#更快地恢复健康#可在临

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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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管圈活动对降低不合格采血标本的临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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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品管圈活动对降低临床不合格血液标本的效果%方法
!

随机抽取
#&$'

年
$['

月该院

实施品管圈活动前送检
.&&

例血液标本纳入对照组%收集
#&$'

年
([$#

月实施品管圈活动后送检的
.&&

例血

液标本的纳入观察组!比较
#

组标本的合格率%结果
!

观察组血液标本不合格率"

(%&Y

$明显低于对照组

"

$'%#Y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血液采集进步率达到
.-%0Y

%结论
!

实施品管圈活动后!极大地提

高了血液标本的合格率!血液采集进步率也相应上升!对改善护士临床采血的常见问题具有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品管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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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采血#

!

合格率

中图法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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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血检测已成为临床诊疗过程中常用的检查方

法之一#不仅方便快捷#还能为多种疾病的诊治提供

重要依据)但采血过程中#若血液标本不合格#会对

检验结果的准确性造成极大的影响#甚至对临床诊疗

提供误导#不但耽误疾病诊治#甚至还会引发医疗事

故'

$

(

)因此#规范而正确地采集血液标本并进行送检

是保证检验质量的基本前提#对临床诊疗尤为重要)

品管圈是一种比较活泼的品管形式#最终目的在于提

高产品质量和工作效率)大量临床研究证实#运用品

管圈活动不仅能有效解决护士采血的常见问题#还能

提高血液标本的合格率'

#

(

)现探讨品管圈活动实施

前后血液标本采集的合格率)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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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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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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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抽取本院急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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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实施品管圈活动前送检的
.&&

例血液标本作为对

照组)抽取
#&$'

年
([$#

月实施品管圈活动后送检

的
.&&

例血液标本作为观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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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品管圈小组
!

急诊科品管圈小组成员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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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其中
(

名女性#

$

名男性#平均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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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护士长任辅导员)由
$

名主管护师担任圈

长#其他护士担任圈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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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主题
!

根据该科血液采集过程中反复出

现的问题#由小组成员讨论后确定本活动主题为.降

低临床采血常见问题/#设定.救生圈/)即通过实施

品管圈#提高患者*医师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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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管圈活动实施流程
!

本科品管圈实施流程

主要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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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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