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段$密度不均匀&边缘较清楚和变化较慢$易形成空洞和播散
病灶’"+#痰结核分枝杆菌检查&纤维支气管镜检查&结核菌
素实验都是确诊的主要方法’"*#一时难以确定的肺部异常
阴影$可经 , 周短期观察后复查$大部分炎症病变会有所变
化$肺结核则变化不大’"0#对无法确认性质的肺部可疑包
块$可行肺穿刺活检确诊%

本病例因患者无明显慢性结核中毒症状$有可疑家族

史$肺部DE表现极具干扰性&倾向于肺癌表现$痰菌和 GĜ
等" 1#$抗炎治疗显效不明显$故容易误诊为肺癌% 但该患
者从年龄上来看过于年轻$无长期大量吸烟等高危因素$更
易好发炎性&结核性等病变% 对无法确诊病例$应尽早行穿
刺活检确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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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研讨

椅旁四手操作法在口腔疾病诊治中的应用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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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评价口腔疾病患者椅旁实行四手操作法的效果% 方法(对 ,>0 例口腔疾病患者在
接受就诊时实行椅旁四手操作法"包括安排患者&准备治疗用品&调配材料&传递和回收器械&及时吸除口内
唾液&水和废屑等#的治疗% 结果(患者椅旁实行四手操作法$缩短了患者的候诊&治疗操作时间$提高了工
作效率% 结论(椅旁实行四手操作法$能使患者得到高质量&安全&舒适的医疗服务%
(("关键词#(口腔疾病’(四手操作’(效果评价
(("中图分类号#(B+/-K/>("文献标识码#(C("文章编号#(’0/+ 1->)0$,)’)%)0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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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 D($>&)(&S3594NO3NON’(h=8S@369NPO;@6478O’($TTS;P4VOOV3583P4=6

((四手操作法是指在口腔疾病诊治的全过程中为提高工
作效率和方便病人由一位医生和一位护士"或助手#共同配
合完成每一位口腔患者临床诊治的操作方法(’) % 近年来$我
科特诊室共接诊 ,>0 例口腔疾病患者$均在椅旁实行四手操
作法对患者进行诊治$取得较满意效果$现报告如下%

48资料与方法

4E48一般资料8本组 ,>0 例$男 ’/0 例$女 ’’) 例’年龄 -*
\/) 岁$平均 0,K* 岁% 其中龋齿 >> 例$牙周炎 /, 例$根尖
周炎 >’ 例$楔状缺损 +* 例%
4EF8操作方法8由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共同为一名患者服

务% 医生在进行第一步操作时$护士须准备好下一步医生操
作所需的器械&材料等% 具体方法是!"’#护士于椅位大约 ,

\+ 点钟位置$面对医师$座位比医师高 ’* ;2$眼睛比医师

大约高 + ;2以利于操作’",#认真检查各种器械$保证无磨
损&扭曲&变形$并有序摆放’"-#护士传递器械时应在患者下

颌至胸前之间$并按正确方向传递’"+#及时协助患者吸

"抹#唾液$以减少唾液污染’"*#治疗结束后交代患者注意

事项$收集清点已用或未用的器械和材料并分类存放处理%
4EG8评价标准8治疗完成后对患者进行椅旁实行四手操作

满意度的调查并记分$其中不满意记为 ’ 分’一般满意记为 ,

+,>*+ D@46ONOi=8S635=T"OXD5464;35fO94;46O$i86O,)’)$j=582O-$"82UOS0((



分’基本满意记为 - 分’很满意记为 + 分% 将各项调查中不
同满意度的人数乘以分值$相加即是该项的总分值’将各总
分值除以总人数$所得值就是该项综合分值(,) %

F8结果

经对 ,>0 例口腔疾病患者实行椅旁四手操作法的满意
度调查$采用我院设计的病人意见征询表$由护士发给治疗
完成后的患者$按表的内容逐项填写完成$当场收回并核对
统计$结果表明各种满意度"基本满意 L很满意#分别为
.>K.H&./K-H&.*K)H和 ’))H$综合分值平均为 +K,/% 见
表 ’%

表 ’(,>0 例口腔疾病患者对椅旁实行四手
((操作的满意度$("H#&

病(种 例数 不满意 一般 满意 很满意 综合分值

龋病(( >> )")K)# ’"’K’# 0,"/)K*# ,*",>K+# +K,/

牙周病( /, )")K)# ,",K># */"/.K,# ’-"’>K’# +K,*

根尖周病 >’ )")K)# +"+K.# *-"0*K+# ,+",.K0# +K,*

楔状缺损 +* )")K)# )")K)# -,"/’K’# ’-",>K.# +K,.

G8讨论

GE48椅旁实行四手操作法(-)已为众多口腔医师所接受$实
践证明它有利于减少医师操作程序$有效提高医师的工作效

率$方便病人$改进医疗服务质量(+) % 四手操作模式由于护
士固定在椅位旁$可以在治疗过程中密切观察到患者的病情
及心理变化$及时告知医生进行处理$对有情绪反应的患者
及时进行心理疏导$减少患者的恐惧感(*) %
GEF8实践证明四手操作法缩短了患者的候诊时间和治疗操
作时间$减少了复诊次数% 尤其是患者在治疗中漱口次数由
原来的 / \> 次减少到 ’ \, 次$不仅患者就诊舒适度明显增
加$而且医生的工作效率也明显提高$使单位时间内就诊人
数增加$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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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护理在首次血液透析患者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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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观察舒适护理在首次血液透析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将 >+ 例首次血透患者按单&
双日行血液透析治疗时分成对照组及干预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措施$干预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加上舒适
护理措施% 结果(干预组患者护理后的舒适度明显提高$与对照组患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d)K)*#%
结论(舒适护理使血液透析患者达到身&心&社会的舒适状态$有较高的生存质量%
(("关键词#(舒适护理’(血液透析’(应用
(("中图分类号#(B+*.K* ("文献标识码#(C("文章编号#(’0/+ 1->)0$,)’)%)0 1)*>- 1),
((9=4&’)<-.0.IM<4NN6<’0/+ 1->)0<,)’)<)0<-,

((’..*年‘=5;3U3提出舒适护理的概念"P@O=SA=T;=2T=PS$

S3O# (’) $其理念认为舒适护理不仅作为整体护理艺术的过程

和追求的结果$应更注重患者的舒适感受和满意度% ,))/!)’

\,)).!)- 我科将这一舒适护理模式运用到首次血液透析患

者的治疗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现报告如下%

48资料与方法

4E48临床资料8选择 ,))/!)’ \,)).!)- 在我科首次行血液

透析治疗的终末期肾功能衰竭患者 >+ 例% 按单&双日行血

液透析治疗时间分成对照组及干预组$每组各 +, 例% "’#干

预组!男 ,) 例$占 +/K-H’女 ,, 例$占 *,K/H’年龄"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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