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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人工流产后关爱服务 "879:&0;7<:17= 60<>$?@A#的临床应用效果% 方法!对 $+"(&+' B

$+"*&+' 自愿到该院进行人工流产的 )++ 例孕妇进行?@A"观察组#$并与同期自愿到该院进行人工流产接受

常规指导的 )++ 例孕妇"对照组#进行对比$观察?@A的临床应用效果% 比较两组有效避孕措施&术后 "$ 个

月意外妊娠'重复流产'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手术前后焦虑自评量表"C@C#和抑郁自评量表"CDC#评分等指

标% 结果!观察组采取有效避孕措施人数占 ,+E++F$高于对照组"!G+E+"#&而采取安全期'紧急避孕药及

未避孕人数均较对照组少"!G+E+"#% 观察组术后 "$ 个月意外妊娠'重复流产'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均低于对

照组"!G+E+(#% 两组术前 C@C和 CDC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H+E+(#$术后评分均较术前降低"!G

+E+(#$但观察组降低较对照组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G+E+"#% 结论!?@A能提高女性避孕实施能力$

降低意外妊娠'重复流产'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改善女性心理状态$有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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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流产$特别是重复流产$给妇女带来的损害

难以估量("$$)

$本地区为相对贫穷落后地区$由于妇

女对避孕措施的认识不足$致使人流率和重复人流

率较高% 为降低本地区人工流产率和重复流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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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保护生殖期妇女生殖健康$借鉴国内外成功经

验及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我科自 $+"(&+' B$+"*&+'

对自愿到我院进行人工流产的 )++ 例孕妇开展了人

工流产后关爱服务" 879:&0;7<:17= 60<>$?@A#

(%)

$并

与同期自愿到我院进行人工流产接受常规指导的

)++ 例孕妇进行对比$观察 ?@A的临床应用效果%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2资料与方法

=>=2一般资料2以 $+"(&+' B$+"*&+' 自愿到我院

进行人工流产的孕妇 '++ 例为研究对象$年龄 $+ B

%$"$'E" Z#E$#岁$停经 )( B*$ J$尿妊娠试验阳

性$[超诊断为宫内妊娠% 纳入标准!""#年龄 $" B

%( 岁&"$#意外妊娠&"%#无内外科疾病&")#无生殖

道感染% 排除标准!年龄G$" 岁& H%( 岁&患内外科

疾病及曾有精神科疾病史者% 按入院日期单双号将

'++ 例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 例% 两

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H+E+(#$

具有可比性% 见表 "%

表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

BZ@$%

组!别 例数
年龄
"岁#

婚姻 文化程度 流产史

已婚 未婚
高中及
以上

高中
以下

+ 次 " 次
"

$ 次

观察组 )++ $'E$ Z#E" %++ "++ $'+ "$+ %"+ #+ %+

对照组 )++ $'E% Z#E$ %+( ,( $*( "$( %++ #( %(

1C

!

$

- +E,)% +E"#, +E")* +E*),

! - +E%)# +E#'" +E*+" +E#''

=>?2方法

"E$E"!对照组!由手术室护士对孕妇进行人工流

产常规健康教育$讲解人工流产前后注意事项&进行

术后用药指导$告知流产后 "+ J 门诊复查 [超$流

产后应注意采取避孕措施$避免意外妊娠$并保持联

系电话畅通便于电话随访%

"E$E$!观察组!实施 ?@A% 参照我国+人工流产

后计划生育服务指南,

(%)制定 ?@A程序$包括!""#

术前 " J由?@A专职人员对服务对象及其男伴进行

生理避孕知识宣教$分析意外妊娠的原因$指导未避

孕者落实避孕措施$阐明人工流产的危害性和有效

的避孕方法&"$#术后进行心理疏导&"%#术后 " 个

月复诊$记录术后流血'月经及避孕情况$了解患者

的焦虑及抑郁状况$并继续心理抚慰&")#术后 % 个

月'# 个月复诊或电话随访$并给予正确指导&"(#术

后 " 年复诊了解避孕措施实施以及再次意外妊娠和

重复流产情况%

=>@2观察指标2""#避孕措施实施情况!包括流产

后即刻放置宫内节育器"Y\D#或术后服用短效复方

口服避孕药"AWA#'安全期避孕'紧急避孕药或未

避孕等&"$#术后 "$ 个月意外妊娠'重复流产'术后

并发症发生情况&"%#患者焦虑及抑郁状况!分别采

用焦虑自评量表"C@C#和抑郁自评量表"CDC#进行

评价% C@C量表和 CDC量表各包含 $+ 个项目$均采

用 ) 级评分法$得分越高表明焦虑'抑郁越严重())

%

=>A2统计学方法2应用 C?CC"'E+ 统计软件对数据

进行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Z标准差"

!

BZ@#表示$组

间比较采用1检验$手术前后比较采用配对 1检验$

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

$ 检验$!G+E+(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结果

?>=2两组避孕措施比较2观察组采取有效避孕措

施人数占 ,+E++F$高于对照组的 ""E++F"!G+E+"#&

而采取安全期'紧急避孕药及未避孕人数均较对照

组少"!G+E+"#% 见表 $%

表 $!两组避孕措施比较!.#F$%

组!别 例数 有效避孕措施 安全期 紧急避孕药 未避孕

观察组 )++ %#+",+E++# "'")E(+# "#")E++#! #""E(+#

对照组 )++ ))"""E++# "'+")(E++# ',"$$E$(# '*"$"E*(#

!

$

- ),,E%%+ "*#E")+ ('E)$+ *,E'$'

! - +E+++ +E+++ +E+++ +E+++

?>?2两组术后 "$ 个月意外妊娠'重复流产及术后

并发症发生率比较!观察组术后 "$ 个月意外妊娠'

重复流产'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G

+E+(#% 见表 %%

表 %!两组术后 "$ 个月意外妊娠&重复流产及

! !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F$%

组!别 例数 意外妊娠 重复流产 术后并发症

观察组 )++ $,"*E$(# $*"#E*(# ,"$E$(#

对照组 )++ $+$"(+E(+# ",'"),E(+# $%"(E*(#

!

$

- "'$E"#$ "'+E'") #E%'+

! - +E+++ +E+++ +E+"$

?>@2两组手术前后 C@C和 CDC评分比较!两组术前

C@C和 CDC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H+E+(#$术

后评分均较术前降低"!G+E+(#$但观察组降低较对

照组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G+E+"#% 见表 )%

表 )!两组手术前后 C@C和 CDC评分比较!#

!

BZ@$"分%

组!别 例数
C@C CDC

术前 术后 术前 术后

观察组 )++ (#E$ Z#E"

)$E$ Z#E)

]

(%E" Z'E$

)%E% Z(E$

]

对照组 )++ (#E% Z(E,

(%E$ Z#E$

]

(%E% Z*E,

("E' Z#E%

]

1 - +E$%# $)E#', +E%(" $+E'""

! - +E'") +E+++ +E*$( +E+++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

]

!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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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讨论

@>=2人工流产是一种常见的避孕失败后补救措施$

在发展中国家$人工流产的人数逐年上升$我国也不

例外($)

% 人工流产可能出现各种并发症"术后出血'

疼痛'月经失调等#$导致大多数女性出现焦虑'抑

郁等心理问题$甚至继发性不孕症和子宫内膜再生

障碍等相关问题(()

$严重影响女性的身心健康% 造

成意外妊娠的主要原因与女性生殖知识不足$缺乏

避孕知识有关$因此$提高女性的生殖知识水平及对

避孕的正确认识$显得尤为重要%

@>?2?@A是近年来国内外研究提出的一种标准化

人工流产综合服务项目% ?@A在国外研究较早$我

国开展较晚% 为了降低我国的人工流产率和重复流

产率$尤其是流产后 " 年以内的再次人工流产率$中

华医学会计划生育学分会借鉴国际成功经验并结合

我国具体情况$制定了+人工流产后计划生育服务

指南,

(%)

$建议各级提供人工流产服务的机构参照

执行% 研究显示$?@A能明显增强女性流产后避孕

意识$督促流产后女性使用科学正确避孕方法$并坚

持长期使用$降低重复流产率$保障女性生殖健康和

身心健康($)

% 本研究显示$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

实施 ?@A后$采用有效避孕措施的人数明显增多$

而采取安全期'紧急避孕药避孕及未避孕人数均较

对照组少"!G+E+"#$与申志茜等(#)报道结果一致$

究其原因可能与 ?@A后女性对生殖及避孕知识的

提高有关% 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术后 "$ 个月意外

妊娠'重复流产'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均较低"!G+E+(#$

与国内报道相一致(#)

$究其原因可能与?@A后女性

愿意并掌握了正确的避孕方法$且坚持使用有关%

在心理状态调节方面$?@A也有一些作用% 本研究

显示$观察组的手术后 C@C 和 CDC 评分均较对照组

明显降低"!G+E+"#$说明 ?@A后女性通过接受性

健康教育$心理障碍得到了疏导$改善了焦虑'抑郁

情绪% 其结果与钟志英等(*)报道的结果相一致%

本研究之所以取得上述较好效果$主要是与我们整

个科室团队在 ?@A过程中能严格按 ?@A程序要

求$制定较严密的方案$并始终按此方案一步步地进

行$并严密跟踪随访$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等有关%

@>@2对本次 ?@A工作的开展$我们有如下一些粗

浅体会!""#应重视对咨询服务人员的培训% 为了

确保?@A工作的顺利进行并获得理想的临床效果$

做好咨询服务人员的培训工作是其关键(' B"+)

% 本

研究中选择了熟悉流产业务的医师或护士作为咨询

服务人员$并请相关专业的资深老师对这些人员进

行了 $ B% 周严格的岗前培训$通过详细的讲解和实

物示教$使她们掌握了+人工流产后计划生育服务

指南,的具体要求及避孕节育的相关知识$能较熟

练地运用咨询技巧与咨询对象进行沟通$以便更好

地开展工作% "$#应重视首次咨询% ?@A程序强

调$对准备实施流产的妇女在流产之前均应进行首

次咨询$以便流产后避孕措施能立即落实% 本研究

中$对准备实施流产的妇女在流产之前均进行了首

次咨询$通过首次咨询$及时了解和解决了流产前妇

女存在的心理顾虑$使她们在人工流产后自愿接受

即时采取的避孕措施% "%#采取合理的咨询方式%

咨询时$可以采用单独咨询或集体咨询的方式$但通

常以单独咨询为主(,$"+)

% 因为单独咨询可以较大程

度地消除流产妇女存在的各种心理顾虑$特别是对

涉及有关其个人隐私的问题$更愿意与咨询人员进

行叙述和交谈$使咨询人员能及时发现流产妇女的

心理顾虑$及时给予安慰和解决% 本研究主要采取

单独咨询$兼顾集体咨询$结果比较满意% ")#应重

视随访工作% 我们在 ?@A中十分重视人流后的随

访工作% 按照?@A程序的要求$定期对人工流产后

妇女进行定期随访$故能定期了解流产妇女的身体

状况$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加以解决% 本研究尚存在

一些不足$主要表现!""#计生观察人员$特别是经

严格培训的专职人员尚有欠缺$影响计划的进度&

"$#咨询场地不足$影响计划的开展&"%#研究对象

的样本量较小&")#未能完全随机分组研究等% 这

些问题均有待今后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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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不同的检查方法在非霍奇金淋巴瘤"_ef#患者骨髓浸润诊断中的价值$并分析骨

髓浸润与_ef其他临床特征'中期疗效的关系及对预后的影响% 方法!收集 *) 例经病理确诊并在该院接受

治疗_ef患者的病例资料$并进行随访调查$用常用的几种诊断试验评价指标评价不同检查方法对骨髓浸润

的诊断价值&相关分析判断骨髓浸润与_ef其他临床特征的相关性&

!

$ 检验分析骨髓浸润与 _ef中期疗效

的关系&c&̀ 法生存分析判断骨髓浸润是否影响预后% 结果!*) 例_ef患者中骨髓浸润 $$ 例$其中骨髓细

胞学检出 "' 例$骨髓病理学检出 "$ 例"共检查 ## 例#$?.MKAM检出 "$ 例"共检查 #' 例#&骨髓浸润与 [症

状$Y?Y评分弱相关"!g+E+"$'+E++*$6g+E$,+'+E%""#$与临床分期中度相关"!g+E+++$6g+E*%"#&骨髓浸

润与中期疗效有关"

!

$

g(E%+($!g+E++##&骨髓浸润患者的 $ 年无进展生存率"?RC#和总生存率"WC#均低

于无浸润患者$c&̀ 生存分析发现无显著影响"f7SI0=h !g+E+,''+E"$,#% 结论!骨髓细胞学'骨髓病理学

及?.MKAM三种方法对诊断骨髓浸润均有价值$三者联合诊断价值最大$推荐三种方法联合应用诊断骨髓浸

润$有助于评估患者病情$及时制定适合的治疗方案$提高患者的生命质量并延长生存时间%

!!"关键词#!非霍奇金淋巴瘤&!骨髓浸润&!骨髓细胞学&!骨髓病理学&!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

像&!疗效评价&!预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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