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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并不能抑制 !!"的发生与再发! 室壁运动功

能减退可促使血栓形成"进而引起体循环及肺循环

的栓塞"对合并有心室血栓的患者"早期静脉应用肝

素及在心室功能恢复之前应用华法林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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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伴教育在医院护生艾滋病反歧视教育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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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同伴教育在医院护生艾滋病反歧视教育中的应用效果"为实习护生开展艾滋病相

关知识培训的教育模式提供参考! 方法$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广西某医院 FG#I?G# F̂G#H?G# 实习护生

FHG 名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将实习护生以小组为单位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对照组接受常规教育"

观察组接受常规教育和同伴教育! 干预前后对护生的相关知识(相关态度及护理意愿方面进行调查! 结果$

干预后"观察组与对照组护生在相关知识(护理意愿方面的得分显著提高"相关态度得分显著下降"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_G G̀J')观察组比对照组改变更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_G G̀J'! 结论$同伴教育在对医院实习

护生进行艾滋病反歧视教育中的效果明显"可作为针对实习护生进行艾滋病相关知识培训的常规教育模式!

$$!关键词"$实习护生)$艾滋病)$同伴教育)$歧视

$$!中图分类号"$-HP$!文献标识码"$Z$!文章编号"$#VPH KIRGV#FG#P$GP KGVRR KGI

$$)8+%#G6IQVQab6+99@6#VPH KIRGV6FG#P6GP6IG

$$自 #QR# 年美国报道了第一例艾滋病人以来"艾

滋病的相关歧视对艾滋病人和感染者&>/(98@ 0+2+@3

C+5* ,ESaAEN%"LXW,A'自愿咨询与检测(接受治

疗等方面造成了某些消极影响$#%

! 实习护生作为

日后参与护理工作的主体"有必要端正她们对 LX?

W,A的态度"减少社会群体对 LXW,A的歧视! 本

研究自 FG#I?G# F̂G#H?G# 对在广西某医院实习的

FHG 名护生开展了反艾滋病歧视的同伴教育"收到

了较好效果"现报告如下!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选取 FG#I?G# F̂G#H?G# 在广西某

医院实习的 FHG 名护生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

表法将实习护生以小组为单位随机分为观察组

&#FG 名'和对照组&#FG 名'!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cG G̀J'"具有可比性! 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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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性别 年龄&岁' 民族 文化程度

男 女
!

#Q FG F̂F

"

FI 汉族 少数民族 中专 大专 本科

观察组 #FG #R #GF I RQ FR PI HP F QP F#

对照组 #FG #V #GH F QF FV PV HH F QJ FI

!

F

K G Ì#P G ÌFH G #̀JQ G #̀#F

! K G P̀## G R̀J# G V̀QG G Q̀HV

!#$"方法

# F̀ #̀$对照组$对照组按照医院对护理实习生的

培训计划进行常规教育"其余未作特殊干预!

# F̀ F̀$观察组$观察组在常规教育的同时接受同

伴教育! 具体方法#&#'同伴教育者的选择! 由研

究者与学校老师共同商讨(确定各组同伴教育者!

要求同伴教育者责任心强"对艾滋病患者持客观态

度"语言表达能力及人际沟通能力较好! &F'同伴教

育者的培训! 由研究者对同伴教育者进行为期 V *

的集中培训! 培训内容包括艾滋病的流行及危害(

临床表现与分期)艾滋病传播途径与预防措施)正确

使用安全套)讨论同伴教育者对护生的教育计划)降

低对艾滋病人歧视的重要性等! &I'同伴教育者的

考核! 培训结束后在同伴教育者间进行演讲比赛!

对护生实施同伴教育之前"课题组成员再次对同伴教

育者进行讲解和示范"考查同伴教育者对相关知识的

掌握程度"全体合格之后再开始实施同伴教育! &H'

同伴教育的实施! 同伴教育者采用多种参与式教学

方法"对同组护生进行以+正确认识及对待艾滋病,为

主题的健康教育! 教育共 I周"每周 #次"共 J *!

# F̀ Ì$调查方法$&#'观察指标和测量工具! 本

研究使用香港理工大学心理学系麦思颖副教授等设

计的艾滋病相关知识(耻辱感和护理意愿调查问卷"

问卷的使用已经获得原作者的同意! &F'问卷内

容!

!

艾滋病相关知识共 FG 个条目"其中 I 个条目

选择正确的答案"#P 个条目答案对应+是,(+否,及

+不知道,! 答案正确计 # 分"不正确或是不知道计

零分! 得分越高代表对艾滋病相关知识掌握度越

高)

"

艾滋病相关态度共 #J 个条目"所有条目按照

李克特计分法"从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计 # Ĵ

分"得分越高"说明对艾滋病负面态度越强烈)

#

艾

滋病病人护理意愿由 I 个条目组成"所有条目按照

李克特计分法"从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计 # V̂

分"得分越高"说明护理意愿越强! &I'调查实施!

在干预前(干预后 I 个月(V 个月"研究者统一向观

察组和对照组发放+艾滋病相关知识(相关态度(护

理意愿,调查问卷"由研究对象独立填写"填写完成

后当场回收! 两组研究对象均匿名填写问卷"由编

号识别! 本次共发放 FHG 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FHG 份"回收率 #GG G̀d!

!#%"统计学方法"应用 %L%%#Q G̀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e标准差&

#

#e$'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_G G̀J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结果

干预后"观察组与对照组护生相关知识(护理意

愿得分随时间变化逐渐提高"显著高于干预前得分)

相关态度得分显著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_

G G̀J')观察组比对照组改变更明显"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_G G̀J'! 见表 F!

表 F$两组护生相关态度#护理意愿#相关知识得分比较$"%!

#

#e$"&

组$别 例数 $时点 相关态度 $护理意愿 相关知识

观察组 #FG 干预前 VQ P̀I eI ÌHP V P̀R eG P̀JR #G ÌH e# G̀JI

干预后 I 个月
JP F̀Q eF Q̀FG

$

Q R̀G eG P̀VI

$

#I F̀V e# #̀QV

$

干预后 V 个月
HP P̀V eI J̀RR

$%

#I G̀# eG R̀IJ

$%

#H P̀# e# V̀HR

$%

对照组 #FG 干预前 PG Q̀P eH ÌVP V R̀Q eG P̀JH #G F̀J e# #̀QP

干预后 I 个月
VJ ÌF eF R̀JF

$

R G̀J e# G̀IV

$

#G F̀V eG Q̀PH

干预后 V 个月
VI R̀G eI H̀##

$

#G Ì# e#G G̀VR

$

#G J̀V eG Q̀PP

$

%组间 K QIR R̀ F# R̀V PPI F̀#

%时点 K ##PV PQ P̀FR FFP F̀JI

%时点f组间 K FQR Q̀V V Q̀JR #PR F̀#P

!组间 K G G̀GG G G̀GG G G̀GG

!时点 K G G̀GG G G̀GG G G̀GG

!时点f组间 K G G̀GG G G̀GR G G̀GG

$注#组内与干预前比较"

$

!_G G̀J)组间同一时点比较"

%

!_G 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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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在 FGGQ 年的-中国艾滋病感染者歧视状况调

查报告.中指出"在对 F GGG 例 LXW,A受访者中"

H# P̀d称曾遭受过艾滋病相关歧视"#F #̀d的受访

者自感染以来至少遭受过一次被医疗机构拒绝就医

的经历$F%

! 由医务人员带来的歧视和侮辱"使艾滋

病人减少就医行为"严重影响了艾滋病的防治工作!

有研究表明"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的缺乏是医务人员

对艾滋病病人相关歧视和侮辱的首要原因$I%

! 在

本研究中"同伴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年龄(生活环境

及学习目的相似"在某些敏感问题上"被教育者更愿

意从同伴那里获取知识"这使同伴教育得以顺利实

施! 通过形式多样的同伴教育"改变了以往以自学

为主(临床带教为辅的学习方式"调动了实习护生学

习艾滋病相关知识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

实习护生对艾滋病人的歧视态度! 本实验结果显

示"实施同伴教育后 I 个月(V 个月"观察组艾滋病

相关知识得分高于对照组"相关态度得分低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本研究结果显示"同伴教育使护生对 LXW,A

表示同情及宽容"对 LXW,A的歧视有了一定程度

的改善"但在社会中对于艾滋病人的歧视仍然普遍

存在$H%

"这说明单从护士方面通过短期的艾滋病相

关健康教育很难消除长期以来的误解和不接纳"应

从社会大环境开始改变"这也提示艾滋病的防治教

育是一个长期且艰巨的工作$J%

!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实施同伴教育后 I 个月(V

个月护生对LXW,A护理意愿得分明显高于实施前

及对照组护生"高于以往的研究调查$V%

"这可能与

本次研究医院为艾滋病非定点医院"日常工作中接

触的艾滋病人不多有关! 实习护生认为艾滋病距离

遥远"理论上基本能采取较为理性的态度"但并不能

保证在涉及自己切身利益时的护理意愿是否如本结

果显示! 另外"本次研究医院的艾滋病职业暴露相

关培训较系统可能也是导致护理意愿得分明显提高

的原因!

综上所述"同伴教育在对医院实习护生进行艾

滋病反歧视教育中的效果明显"可作为广西区内针对

实习护生关于艾滋病相关知识培训的常规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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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观察延续性护理在急性心肌梗死&&<:5/'=8<&()+&0+@.&(<5+8@"A4E'行经皮冠脉介入治疗

&>/(<:5&@/8:9<8(8@&(=+@5/(2/@5+8@"L"E'术后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将 FG#H?GR F̂G#V?GF 间该院收治

A4E并行L"E治疗的患者 PR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IQ 例"其中对照组予以心内科常

规护理"而观察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实施延续性护理干预"所有患者随访 V 个月! 比较随访期间两组患者

心血管不良事件发生情况(治疗依从性"同时采用生活质量综合问卷&Mg1XE?PH'比较两组患者生活质量! 结

果$随访期间"观察组不良事件发生率为 #F R̀Fd"低于对照组的 IJ R̀Q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_G G̀J')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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