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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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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研讨

舒适护理在首次血液透析患者中的应用

梁建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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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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临床新医学(,)’) 年(0 月(第 - 卷(第 0 期



岁’职业中农民 ’> 例$占 +,K>H’工人 ’0 例$占 ->H$干部 >
例$占 ’.K,H% 文化程度小学 ’/ 例$占 +)K+H’初中 ’/ 例$
占 +)K+H’高中 / 例$占 ’0K0H’大学 ’ 例$占 ,K0H% ",#对
照组!男 ,’ 例$占 *)H’女 ,’ 例$占 *)H’年龄"0’ ]*#岁’
职业中农民 ’/ 例$占 +)K+H$工人 ’/ 例占 +)K+H’干部 >
例$占 ’.K,H% 文化程度小学 ’> 例$占 +,K>H’初中 ’0 例$
占 ->H’高中 0 例$占 ’+K,H’大学 , 例$占 0H% 两组资料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K)*#% 所有患者均采用直接
穿刺建立血管通路$均采用碳酸氢盐透析%
4EF8方法8对照组采用传统方法常规护理$干预组在常规
护理基础上加上舒适护理$观察两组患者血液透析过程中出
现恐惧心理&并发症的发生和是否配合% 舒适护理实施方
法!"’#血液透析治疗前的护理% 护士应为患者创造一个安
静&整洁的就医环境$治疗前护士主动与患者沟通$掌握新患
者的年龄&肾功能情况&有无出血倾向以及患者对疾病的认
识及对透析治疗的态度$做好患者的心理疏导$讲解血液透
析治疗的重要性&相关血透知识&方法及如何配合% 解除患
者对透析治疗的精神负担$满足他们在透析过程中的心理及
生理需求$让患者充分体会到以人为本的全方位服务% 必要
时可请患者在治疗前参观血透室或请透析治疗时间较长而

效果较好的患者帮助解释$使患者以较好的心态接受治疗%
",#血液透析治疗中的护理% 护士根据医嘱选择合理的透析
器$抗凝剂$调整血透机的各种参数$在建立血管通路穿刺
时$动作麻利$尽量减少穿刺时的疼痛带给患者的不适甚至
恐惧感$治疗过程中护士应严密观察患者的生命体征$同时
观察血管通路有无滑脱&扭曲$穿刺点有无渗血$经常巡视了
解患者的感受及需要$让患者感到心理舒适$知道有什么不
舒服可以及时告知护士% "-#血液透析治疗后的护理% 透析
结束后按压穿刺点的力量应适中$以不渗血为宜$为防止患
者出现头晕等不适意外发生$嘱患者再卧床休息几分钟后再
慢慢坐起$作好各种血透记录后送回病房% 加强对患者进行
血液透析相关知识的教育$使患者认识到透析饮食的控制及
充分透析对生存质量的重要性$加强对家属的宣教$有效利
用家庭的支持$使患者感受到亲人的关怀和生活的美好$树
立与疾病作斗争的信心$以良好的心态接受血液透析治疗%
4EG8统计学方法8计数资料以例"H#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 !d)K)*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8结果

两组患者血液透析过程中恐惧&并发症的发生及患者配
合度见表 ’% 与对照组相比$干预组并发症&烦躁不安的发生

率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d)K)*#$患者配合度也明
显高于对照组"!d)K)*#%

表 ’(两组患者舒适度及配合程度比较$("H#&

组(别 例数 恐惧 并发症 配合程度

干预组 +, ,,"+*K0# ’*"-+K*# +,"’))K)#
对照组 +, -/">>K’# ,."0.K’# ,0"0’#
!, 1 ’,K>’ ,-K’+ ’.K,,
! 1 )K))> )K))- )K))0

(注!与对照组相比经!, 检验$!d)K)*

G8讨论

舒适护理是一种整体的&个性化的&创造性的&有效的护
理模式$它通过护理活动中舒适度的研究$使患者在生理&心
理&社会上达到最愉快的状态或降低不愉快的程度(,) % 它的
目的是使患者以最好的状态接受并配合治疗$减少并发症$
促进早日康复(-) % 血液透析治疗的舒适护理是在血液透析
护理中以患者的舒适为重点$充分考虑到穿刺时的痛觉对患
者的影响$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对舒适护理的理论在血透
操作中得到体现$使患者不仅得到有效的治疗$还达到身&
心&社会的舒适状态% 血液透析患者往往由于病程较长$医
疗费用导致家庭经济困难及长期需要家人照顾而认为自己

是家庭的负担$而血透患者家属也同样承担着经济&体力与
心理的压力$使患者及家属常常出现烦躁&悲观等负性心
理(+) % 如果护理工作不到位$就会导致患者在生理和心理上
负担更重$对生活失去信心$缺乏支持系统(*) % 我们通过精
湛的技术$丰富的专业知识$体贴周到的服务为患者提供护
理$使患者在治疗中感受到舒适$还加强了血透患者&家属与
医护人员之间沟通与交流$不但创造了和谐的护患关系$也
使血透患者有重新回归社会的感觉$明显提高患者的生存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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