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维护患者权利及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加强临床的人文

护理是重要基础#是提高护理质量的有效手段%人文

护理是构建相互友好与依存的医患关系的前提和基

础#为满足患者的需要#该护理模式是以人为主体的

护理#时刻贯彻-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护理服务的

载体是患者#反映现代医学护理模式的要求#有效的

关怀能增强患者应对压力的能力#是护理的核心概念

与中心任务#因此#在治疗患者身体疾病的同时#促进

患者的康复#应关注患者的精神需求%本文通过采用

心理护理&环境护理&术中护理&术后护理及并发症护

理#多角度给予系统的人文关怀#减少患者住院期间

的困惑#提供优质的护理服务#从而保障手术的正常

进行#提升生活质量%本研究采用人文关怀护理模

式#通过对术中心率和收缩压的检测#探讨人文关怀

对经动脉化疗栓塞介入治疗的宫颈癌患者的临床意

义和价值#揭示了临床应用经动脉化疗栓塞介入治疗

的前景%

综上所述#对经动脉化疗栓塞介入治疗的宫颈癌

患者采用系统人文关怀护理模式后#能显著改善患者

心理状态#维持心率&收缩压的稳定#改善患者生活质

量#此方法值得临床借鉴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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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音乐疗法在患者局部麻醉手术期间的应用

李
!

珊!马红利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麻醉科!重庆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个性化音乐疗法在局部麻醉患者手术期间!对其焦虑状态(血压及心率的影响效果$

方法
!

选择
"&!'

年
T\!&

月该院择期
!&&

例局部麻醉手术患者按手术单双日分为试验组(对照组!每组各
;&

例$试验组患者在进入手术等候室时开始音乐干预直到手术结束!分别记录两组患者进入等候室时&

9

!

'(进入

手术间时&

9

"

'(离开手术间时&

9

#

'

#

个时间点焦虑(血压及心率!对照组进行常规护理$结果
!

9

"

到
9

#

试验

组患者焦虑评分(血压及心率较对照组显著降低&

E

$

&$&!

'"试验组患者的满意率&

:T$T:[

'显著高于对照组

&

T'$'&[

'$结论
!

个性化的音乐疗法应用于局部麻醉手术患者手术期间!能有效减轻患者焦虑程度!使患者

血压及心率保持稳定!提高患者对手术室护理整体满意度$

关键词"个性化音乐疗法"

!

局部麻醉"

!

手术

中图法分类号"

*<!%

文献标志码"

3

文章编号"

!<'"=:%;;

&

"&!:

'

!'=";%<=&#

!!

随着现代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医疗质量要求 不断提高同时#就医过程中对就医体验也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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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表示#心理支持疗法在疾病的发生&发展&治疗

及预后的影响越来越不可忽视'

!

(

%本文探讨将个体

化音乐疗法用于局部麻醉患者手术期间#取得较好的

效果#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T\!&

月本院择期
!&&

例局部麻醉手术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年龄
";

'

#&

岁#

根据手术单双日分为试验组&对照组#每组各
;&

例%

两组患者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等一般情况及音乐背

景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E

%

&$&;

+%本研究通

过伦理委员会审核#所有患者均自愿签署研究项目知

情同意书同意参与本研究%

$$/

!

方法

$$/$$

!

试验组
!

由
!

名经科室专业培训合格的人

员#在术前
!O

到患者所在科室#向患者讲解本次研究

的目的及方法#签署研究项目知情同意书后#首先对

患者进行音乐背景的评估#患者依据自己音乐喜好在

本科参考音乐文化背景相关文献自行设计的音乐背

景调查表上进行登记'

"=#

(

%手术当天患者在进入手术

等候室后直到手术结束进行音乐干预#为患者
P(#

或者耳麦下载之前所选择音乐曲目#调节适宜的音

量#循环播放%

$$/$/

!

对照组
!

按手术室常规进行术前访视及术中

护理%

$$'

!

观察指标
!

*

!

+评定工具%选用
cJ@

D

设计的焦

虑自评量表*

R3R

+进行评定#该量表是一个效度较

高#能够比较真实地出反映被测量者焦虑程度的临床

常用工具%量表共
"&

题#根据方法填表后将各题目

得分相加再乘以
!$";

以后取整数部分得到标准分%

按照中国常模结果#得分愈高#则表示焦虑程度愈重%

*

"

+血压&心率测量%采用由医院设备科统一批准使

用血压脉搏测量仪#由同一护士测量患者在进入等候

室时*

9

!

+&进入手术间进*

9

"

+&离开手术间时*

9

#

+

#

个时间点的心率&血压#并进行记录%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R(RR!'$&

统计软件对数据

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
G]<

表示#采用
4

检验$计数资

料使用百分比描述#两组数据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E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血压&心率情况比较
!

从表
!

可见#进入手术间开始直到干预完毕#试验组患者的

血压与心率较对照组显著降低*

E

$

&$&;

+%

/$/

!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
R3R

评分比较
!

从表
"

可

见#干预后试验组
R3R

评分显著降低#两组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E

$

&$&!

+#组间比较可见两组干预前

R3R

测评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

%

&$&;

+#组内比

较可见试验组干预后
R3R

评分显著低于干预前*

E

$

&$&!

+#而对照组则干预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

%

&$&;

+%

表
!

!!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各项生命体征情况比较#

G]<

$

组别
血压*

11S

D

+

收缩压 舒张压

心率

*次"分钟+

对照组

!

9

!

!#%$"]!&$; '"$#]T$: :"$%]!#$%

!

9

"

!#:$']:$; '!$#]'$T :#$;]!%$!

!

9

#

!#;$<]!!$; '#$#]'$: :;$"]!"$%

试验组

!

9

!

!#;$"]!!$; '#$&]T$% :"$;]!!$;

!

9

"

!"&$"];$! '&$#]:$! 'T$%]!"$%

!

9

#

!!;$#]'$; '!$;]<$: ';$#]!!$#

表
"

!!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
R3R

评分比较#

G]<

(分$

组别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 %%$']%$"

试验组
%;$;]%$" #;$"]"$%

4 &$":! T$<;%

E

%

&$&;

$

&$&!

/$'

!

两组患者对手术室护理满意度情况比较
!

从表

#

可见#通过本科室自制局部麻醉患者满意度调查表

显示#音乐疗法有助于提高患者对手术室护理的整体

满意度#试验组
;&

例患者对护理满意率为
:T$T:[

#

对照组
;&

例患者对护理满意率为
T'$'&[

#试验组患

者满意度高于对照组%

表
#

!!

两组患者满意度调查结果比较

组别
%

满意*

%

+ 不满意*

%

+ 满意率*

[

+

试验组
;& %: ! :T$T:

对照组
;& %# ' T'$'&

'

!

讨
!!

论

!!

音乐疗法有助于降低患者血压及减慢心率 音乐

可以使患者放松#通过神经体液调节#扩张外周血管#

减少回心血量#降低血压#稳定循环系统'

%

(

%血压&心

率趋于平稳#更有利于局部麻醉手术的配合%从表
!

可见#进入手术间开始直到干预完毕#试验组患者的

血压与心率较对照组显著降低*

E

$

&$&;

+%

音乐疗法能缓解局部麻醉患者术中的焦虑情绪#

手术无论大小#其经历都会给患者带来不同程度的焦

虑心理%本研究所选病例中全部为局部麻醉手术#年

龄为
";

'

#&

岁#担心手术的疼痛等存在不同程度的

焦虑&恐惧心理%研究证实#音乐疗法具有良好的缓

解患者焦虑&镇痛&降压&镇静的作用'

;=<

(

%

_3.̂ P

等'

'

(的研究也显示#手术患者听音乐组比对照组焦虑

程度有所减轻#吗啡使用量也明显减少%从表
"

可见#

干预后试验组
R3R

评分显著降低#两组比较差异有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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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意义*

E

$

&$&;

+#组间比较可见两组干预前
R3R

评

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

%

&$&;

+#组内比较可见试验组

干预后
R3R

评分显著低于干预前*

E

$

&$&!

+#而对照组

则干预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

%

&$&;

+%

音乐疗法有助于提高患者对手术室护理的整体

满意度#通过本科室自制局部麻醉患者满意度调查表

显示#试验组
;&

例患者表示对护理满意较好#满意率

为
:T$T:[

#对照组
;&

例患者表示对护理满意率为

T'$'&[

#试验组患者满意度高于对照组%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对本科室术前访视人员的专

业培训#有效将个性化音乐疗法对局部麻醉患者手术

期间进行干预#降低患者血压#减慢患者心率#减轻患

者手术期间的焦虑状态%此外#音乐疗法成本低&操

作方法简单患者易接受%所以说个性化的音乐疗法

是一种可以推行的手术室局部麻醉患者的护理辅助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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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感染多重耐药菌监测及防控分析

杨
!

丽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东院医学检验科!陕西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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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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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了解该院感染多重耐药菌&

P6*Q

'分布情况!以加强预防与控制措施$方法
!

通过回顾性

调查标本的方法!对该院住院患者
P6*Q

感染及病原菌分布情况进行监测$结果
!

该院
"&!<\"&!T

年住院

患者感染标本中共分离出
P6*Q#!'

株!其中大肠埃希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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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克雷伯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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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

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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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绿假单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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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曼不动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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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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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万古霉素的肠球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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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各菌株的来源科室!

其中肾脏内分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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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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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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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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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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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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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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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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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疾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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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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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医院感染
P6*Q

以革兰阴性杆菌为主!主要防控措施是落实消毒隔离并加强对抗菌药

物使用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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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耐药菌*

P6*Q

+主要是指对临床使用的
#

类或以上抗菌药物同时出现耐药的细菌%

P6*Q

感

染是指患者出现临床感染症状&体征#如发热&咳痰&

脓性分泌物等#且痰培养标本送检其微生物检测结果

报告为某种
P6*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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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感染的复杂性和难治

性#可导致患者的住院时间延长#治疗费用增加#病死

率增高#给治疗和护理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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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Q

是医院感染的主要病原菌#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为

了解医院感染
P6*Q

分布情况#进一步加强预防与

控制#制订针对性措施#避免医院感染暴发#本研究对

本院
"&!<\"&!T

年住院患者送检标本的
P6*Q

检

测结果进行回顾性调查#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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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本次调查标本均来源于本院
"&!<

年
!

月至
"&!T

年
!"

月住院患者的送检标本#来源于

外科&内科&肿瘤科#肾病科&感染疾病科及妇产科%

$$/

!

方法
!

住院患者病原学标本均由细菌室负责检

测%按常规方法从各科临床标本分离细菌#获纯培养

后进行革兰染色和氧化酶试验%培养出的致病菌采

用
390

微生物鉴定系统配套鉴定卡进行菌种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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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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