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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重症甲型b0!0 流感患者疾病认知情况& 方法)采用自制的疾病认知情况调查表
对 (0 例重症甲流患者进行问卷调查%根据调查结果运用临床护理路径进行护理及健康教育& 结果)患者出
院时疾病知识知晓率显著高于入院时"#h*H*0#& 结论)对重症甲流患者进行疾病认知情况调查%并运用临
床护理路径进行护理及健康教育%有利于提高健康教育的效果&
))"关键词#)重症甲型b0!0 流感$)疾病认知调查$)护理
))"中图分类号#)&(00HK)"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K+ 2’1*.$,*00%*/ 2*11, 2*,
))L;6&0*@’/./MN@6OO8@0.K+ 2’1*.@,*00@*/@,/

))甲型b0!0 流感是甲型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
人畜共患的呼吸道传染性疾病& 病毒主要由飞沫经
呼吸道传播或接触传播%儿童’老年人’孕妇’肥胖者
以及慢性疾病患者是甲型 b0!0 流感的高危人群%
极易演变为病情凶险’病死率高的甲型b‘!7流感重
症患者& 这些重症甲流患者由于疾病认知缺乏会产
生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等心理%影响患者的治疗&
为此%笔者通过对入住我院的 (0 例重症及危重症甲
流患者在入院时进行疾病认知情况调查后%运用临
床护理路径进行有针对性的护理及个性化的健康教

育%对提高患者疾病认知水平%减轻患者心理压力有
良好效果%现介绍如下&
F;资料与方法
FGF;临床资料;根据卫生部 ,**/ 年甲型流感诊断
标准第 ’ 版(0)的诊断标准%我院于 ,*0*#*0 I,*0*#
*’ 共收治重症及危重症甲型b0!0 流感患者 (0 例%
其中男 ’+ 例’女 0K 例%年龄 0 I’/"0+H/ /H,#岁%其
中 , 例有基础病"分别为哮喘’地中海贫血#&
FGH;方法;分别在患者入院当天采用自制的疾病
知晓情况调查表进行问卷调查"小儿患者对其陪护
父母进行调查#%然后根据调查结果有针对性地按
临床护理路径进行护理及健康教育& 在出院当天再
用同一问卷表进行调查%了解患者教育前后对疾病
知识知晓情况%并将两组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比较

教育前后的差异&
FG1;统计学方法;计数资料以例"率#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 检验%#h*H*(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结果
HGF;重症及危重症甲流患者入院及出院时对疾病
的知晓情况比较;所调查各项内容及总情况%出院
时知晓率均明显高于入院时的知晓率 "#均 h
*H*0#& 见表 0&
表 0)重症及危重症甲流患者入院及出院时对疾病的

) )知晓情况比较!"*i(0#%*"G#$

调查内容 入院时知晓 出院时知晓 !, #

病因)) ,K"(,H/# (0"0**H*# ’0H’1 h*H*0

传播途径 0’",(H(# (0"0**H*# .*H(. h*H*0

预防措施 0,",’H(# +1"/+H0# (,H+. h*H*0

治疗药物 ."00HK# +/"/.H0# K,H/. h*H*0

饮食要求 0’",(H(# +/"/.H0# (’H’* h*H*0

治疗转归 ("/H1# +/"/.H0# K.H0/ h*H*0

需检项目 ,"’H/# (*"/1H*# /*H’/ h*H*0

)注!入院与出院时知晓率比较%!, i,.H.+% #h*H*0

HGH;教育前后的患者焦虑心理状况;本组 (0 例重
症甲流患者入院时均有不同程度的焦虑心理%表现
为恐惧’焦躁与绝望’抑郁与疑虑"小儿患者为易哭
闹#’失眠’拒绝接受隔离治疗等& 经临床护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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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如改善住院环境和通过多渠道的说教方式
"读看报纸’书刊’杂志%听收音机和看电视等#& 全
部患者的紧张情绪和精神心理压力都得到缓解和减

轻%能很好地配合治疗%缓解’减轻率为 0**G(,) &
1;护理体会
1GF;制定临床护理路径对护理工作的意义;临床
护理路径"E!D#是病人在住院期间的护理模式%是
针对特定的病人群体%以时间为横轴%以入院指导’
接诊时诊断’检查’用药’治疗’护理’饮食指导’活
动’教育’出院计划等理想护理手段为纵轴(’) %制成
一个日程计划表%对何时该做哪项检查’治疗及护
理%病情达到何种程度%何时可出院等目标进行详细
的描述说明与记录%以实现护理活动的程序化和标
准化&
1GH;临床护理路径在调整患者心理方面的作用;
重症’危重症甲型 b0!‘流感患者在隔离病区进行
监护治疗%往往容易引起相关的心理障碍%如焦虑’
恐惧’孤独等%影响患者的治疗效果(+) & 通过制订
临床护理路径%护士与患者进行了有效的沟通%使患
者及时了解自己的护理计划’目标%自觉消除不良情

绪的影响%树立信心%积极主动参与护理过程%增强
了自我护理意识和能力%达到了最佳的护理效果&
1G1;临床护理路径对患者治疗效果及预后的影响
通过制订临床护理路径%使护士对患者的护理由被
动护理变为主动护理%不再机械地执行医嘱%而是有
目的’有预见性地对病人及疾病进行护理%并有效地
指导及管理%能较有针对性地解决护理中的重点和
难点(() %从而达到提高重症及危重症甲流救治的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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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低温等离子射频消融术"&gCk&#治疗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e$%b$#围术
期的护理要点& 方法)回顾分析 .1 例 e$%b$ 患者行 &gCk&治疗和护理的临床资料& 结果).1 例术程顺
利%无一例发生并发症%随访 . I0, 个月%总有效率为 /0H,G%术后 . 个月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b‘#’最
低血氧饱和度"$5e,#与术前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h*H*(#& 结论)规范的围术期护理有利于
&gCk&治疗e$%b$患者手术的顺利进行和术后康复&
))"关键词#)低温等离子射频消融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护理
))"中图分类号#)&+K’H(.)"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K+ 2’1*.$,*00%*/ 2*1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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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e$%b$#由于发
病率高’危害性大而受到广泛关注& 低温等离子射

频消融术"&gCk&#是近几年广泛用于临床的先进
微创技术%是治疗 e$%b$ 的新方法(0) & 我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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