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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冷冻组患者冷冻时和冷冻后均出现不同程度的疼

痛!冷冻后疣体处出现的水疱!需 ! "#$ % 结痂脱

落!并可出现不同程度的色素异常" 可见!&'&()*+

治疗扁平疣!相对于冷冻疗法!具有治愈率高#不良

反应少#安全性高的优势$!%

" 这与它们各自的治疗

机理不同有关" 冷冻的原理为病灶组织的冰冻结

晶!蛋白质坏死无精确的选择性!不可避免地损伤到

疣体周围正常的皮肤组织和黑色素细胞" 而冻融周

期的把握成为治疗的难点!浅易复发!深则留瘢!因

此临床往往采用宁浅勿深的冷冻原则!这也增加了

冷冻治疗的次数和风险" 不同于冷冻传统疗法!

)*+的治疗原理因具有 &'&的病灶细胞的高度选

择性#高度聚集性和病灶细胞的自然凋亡这两个显

著性特点!所以具备了治疗的高度精确性#周围组织

的无创伤性的独特优点!所以&'&()*+治疗扁平疣

效率高#不良反应少#安全性好"

!"!#本研究结果显示!&'&()*+组治疗扁平疣有

效率明显高于冷冻组!且无增生性瘢痕形成!复发率

低!不留后遗症$,%

" 这主要因为)*+选择性作用于

-).病毒和病变上皮细胞!高效能清除 -).!而对

周围正常上皮细胞无损伤!容易得到患者接受" 而

冷冻疗法的并发症比 &'&()*+多!有效率比 &'&(

)*+低" )*+组治疗扁平疣安全#有效#复发率低!

值得临床推广" 但药物渗透的方法#敷药时间#光源

的选择#光照时间等多个治疗环节尚需临床摸索#探

讨!以期达到更高疗效和更少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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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卧位低血压综合征是指仰卧位时子宫压迫下

腔静脉或盆腔的侧支循环!影响回心血量!从而导致

患者出现呼吸困难#血压下降等一系列临床症状$#%

!

主要表现头晕#恶心#呕吐#出汗#面色苍白#心率加

快!并伴有不同程度的血压下降以及心率的过速和

过缓等症状!甚至出现一过性意识障碍!为产科的严

重并发症!甚至可引起新生儿的窒息及死亡!处理不

当可以导致孕#产妇心力衰竭!甚至呼吸心跳骤停$3%

"

孕妇体位在产科护理中非常重要$7%

!妊娠晚期孕妇

平卧容易导致仰卧位低血压综合征$4%

!特别是巨大

儿#羊水过多#多胎妊娠#肥胖#体重过重者更甚!由

于诊断标准的不同和统计方法的差异!仰卧位低血

压综合征的发生率报道高低相差较大!低者只有

#O "3O!高者可以达到 7$O

$1%

" 在产科门诊及住

院检查#超声检查#分娩时#剖宫产手术中常有发生!

容易造成孕妇严重生理不适反应#心理焦虑紧张以

及宫内胎儿子宫内缺氧等巨大影响$6%

" 本研究对

3$$ 例行胎儿电子监护的孕妇采取体位干预!现将

结果报告如下"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选择 3$#1($# "3$#6(#3 住院进行

胎儿电子监护的孕妇 4$$ 例!应用随机数字表法随

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3$$ 例" 纳入标准(足月

7! "4$ 周!无宫缩!无饥饿状态!年龄 33 "71 岁!无

妊娠合并症和内外科疾病" 排除标准(妊娠 H7!

周!妊娠P4$ 周!年龄 H33 岁!年龄 P71 岁!妊娠合

并产科及内外科严重合并症者" 两组年龄#文化程

度#孕产次#孕胎龄及体重指数&KQR'比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P$I$1'" 见表 #" 本研究所有参与

孕妇均签署知情同意书!且经医院伦理专家委员会

批准"

表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

#S$$%

组/别 例数
年龄
&岁'

文化程度 孕周 初产
KQR&TCL;

3

'

大专及以下 本科及以上
7! "7,

U6

78 "4$ 是 否 H#, #, "31 P31

观察组 3$$ 7# S4I$3 84 #$6 ##$ 8$ #13 4, #, #4$ 43

对照组 3$$ 7# S7I,# ,, ##3 8, #$3 #46 14 31 #38 46

%&

!

3

5 5#3I!77 $I767 #I443 $I4!4 #I!!#

! 5 $I41, $I14! $I37$ $I48# $I4#3

$"%#方法

#I3I#/对参与此项研究的护理人员进行统一培训!

明确胎儿监护前准备工作#监护目的!监护卧位指

导!培训护理人员掌握仰卧位低血压及胎儿宫内窘

迫的观察方法#指标#标准及一般处理和抢救措施"

#I3I3/实验组(&#'监护前准备" 监护前告诉孕妇

检查目的#方法!询问孕妇有无饥饿感!询问胎动情

况!检查前解小便!饥饿者先进食!胎动少者行走活

动 3$ "7$ ;=?!目的是预防胎儿低血糖发生!避免孕

妇检查过程膀胱充盈和胎儿处于睡眠期" &3'指导

监护卧位" 满足孕妇心理需求!询问舒适卧位习惯

及要求!给予抬高床头 3$G"7$G!检查胎儿方位!在

胎心听诊明显处固定监护仪探头!协助仰卧位转为

左侧卧位!询问舒适感!解析卧位对孕妇本人及胎儿

舒适与安全的重要性!取得配合" &7'辅助体位"

孕妇侧卧位时!在腹部下方垫一软枕支托子宫)双腿

自然弯曲!背部可放置翻身枕!防止卧位受重心影响

改变" &4'调节监护仪参数" 调整宫外压归零!调

节声音为 4$ "6$ 分贝以下!监护时间 3$ "4$ ;=?

为一次" &1'交代注意事项" 让孕妇倾听轻松的音

乐或电视节目以保持愉快心情!避免仪器声音过大

刺激孕妇而引起心情急躁#焦虑!当出现疲劳不适及

时告诉护士!如需要翻身幅度不宜过大防止探头脱

落" &6'观察监护效果" 护士加强巡视观察!每 7 "

1 ;=?观察孕妇和电子监护图一次!翻身导致的探

头脱落或移位及时调整和固定!及时发现孕妇或胎

儿异常变化"

#I3I7/对照组(监护前准备同观察组!孕妇采取平

卧位!按常规整体护理进行胎心监护和宣教" 监护

过程的观察和护理同实验组"

#I3I4/仰卧位低血压综合征的观察处理$!%

(一旦发

生本综合征应立即询问孕妇自觉症状!解析出现的

原因及处理方法!解除其紧张焦虑心理!鼓励其配合

医护人员检查及处理!测量并记录脉搏#呼吸#血压!

观察胎心率变化" 诉头晕#胸闷#呼吸困难者给予面

罩高流量氧气吸入!孕妇取抬高床头 3$G"7$G!左侧

卧位!观察症状有无改善!如果血压低于 8$L6$ ;;-C!

呼吸 P34 次L;=?!心率 P#$$ 次L;=?!胎儿心率 H

##$ 次L;=?! P#6$ 次L;=?!按医嘱给予补充液体和

能量" 采用氧气吸入!增加循环血氧饱和度!抬高床

*4#8*

V@=?WNW2FAX?<>FYZW[V>=?=E<>QW%=E=?W!\W] Ŵ;_WX3$#!!.F>A;W#$!ZA;_WX8//



头左侧卧位!解除子宫压迫!输入液体增加循环血容

量以提高血压!补充能量!提高胎儿宫内缺氧耐受能

力" 孕妇症状不改善!胎心监护评分不好转者!立即

采取手术结束分娩"

$"!#观察指标

#I7I#/仰卧位低血压综合征发生率" 仰卧位低血

压综合征的诊断$,%

!孕妇仰卧数分钟!心率加快#血

压迅速下降!同时出现面色苍白#恶心呕吐#出冷汗

等临床症状!收缩压下降至 ,$ ;;-C或比较基础血

压下降 7$ ;;-C以上!此时改侧卧位以上症状#体

征可迅速减轻或消失!即可诊断为仰卧位低血压综

合征"

#I7I3/胎儿宫内窘迫发生率" 胎儿宫内窘迫是指

胎儿在子宫内因急性或慢性缺氧危及其健康或生命

的综合征$#%

" 随着低血压综合征的发生!胎盘组织

血液循环障碍!胎儿供血供氧减少!出现胎儿宫内缺

氧表现$8%

" 胎心监护表现胎心基线平直!变异缺失

或基线变异减速H1 _];!无负荷试验表现无反应型)

胎心率过速P#6$ 次L;=?!胎心率过缓H#$$ 次L;=?!

反复性变异减速!延长减速)胎动频繁增加继而减

弱!甚至消失)羊水
!

"

"

粪染"

$"&#统计学方法#应用 \)\\#8I$ 统计软件对数据

进行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S标准差&

!

#S$'表示!采

用%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

3 检验!!H$I$1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结果

观察组仰卧位低血压综合征发生率和胎儿宫内

窘迫发生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I$#'" 见表 3"

表 3/两组产妇仰卧位低血压综合征和胎儿宫内窘迫

/ /发生率比较!"#O$%

组/别 例数 仰卧位低血压综合征 胎儿宫内窘迫

观察组 3$$ #3&6I$' #&$I1'

对照组 3$$ 7$&#1I$' #$&1I$'

!

3

5 ,I6#8 !I1!3

! 5 $I$$7 $I$$6

!#讨论

!"$#仰卧位低血压综合征是妊娠晚期严重并发症

之一$#$%

!妊娠子宫对下腔静脉的压迫并非所有的孕

妇都出现明显症状!81O的孕妇可借助外周血管阻

力增加及下半身储备通过固有侧支循环得到代偿!

部分孕妇因缺乏固有侧支循环!或血管阻力突然丧

失!以及下腔静脉压迫的增加!诸如仰卧位#麻醉#先

兆子痫使用降压药#胎盘早剥引起大量出血等!导致

失代偿$##%

" 临床表现多为急剧的血压下降#心动过

速#眩晕#出汗#恶心及下肢静脉压升高" 在一般情

况下!只要及时改变体位!解除下腔静脉压迫!血压

即可回升"

!"%#研究认为孕妇体位对血流动力学影响很大$7%

!

剖宫产术孕妇硬膜外麻醉后由于腹肌及子宫附属韧带

处于放松状态!妊娠子宫对下腔静脉压迫加重!且局麻

前可降低外周血管阻力!使血液的动力学进一步改变!

据统计仰卧位低血压综合征发生率高达 3$O

$#3%

!因此

剖宫产术中一般采取左侧斜 #1G"7$G!宋喜林等$#7%

研究认为应采用麻醉后左侧倾斜 7$G体位或垫高产

妇右髋使之左侧倾斜 7$G体位" 孕妇在妊娠晚期进

行胎心监护时!需要仰卧位时间较长!一般3$ "4$ ;=?!

孕妇心排量#静脉回流减少!非常容易导致低血压综

合征!发生率约为 1O

$#4%

" 研究$#1%表明通过体位改

变可以改变子宫与胎盘循环的供血!影响胎心监护

的结果和降低仰卧位低血压综合征的发生率!增加

孕妇的舒适度$#1%

" 临床护理中!常有采取坐位##3$G

角坐位#单纯的侧卧位#半斜坡卧位等不同体位!有

研究得出 #3$G角坐位与取侧卧位做胎心监护!胎心

监护的效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仰卧性低血压

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曾晓娟等$#6%研究认为

孕妇采用坐位或半卧位与传统的平卧位比较胎心监

护评分#胎儿窘迫检出率#患者满意度评分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却能有效降低孕妇低血压综合征发生率"

抬高床头 7$G"41G角!降低了膈肌位置!增加胸腔

容积空间!利于有效气体交换和提高血氧饱和度!缓

解呼吸困难$#!%

" 孕妇在抬高床头同时左侧卧位使

子宫左旋!减轻子宫对腹主动脉及下腔静脉的机械

压迫!增加了回心血量和心输出量!保证了胎儿胎盘

有效血液循环!有效预防和减少仰卧位低血压综合

征及胎儿宫内窘迫的发生"

!"!#有学者研究认为妊娠期间孕妇的卧位与母婴

安全和舒适关系很大!孕妇胎心监护体位不适!容易

使孕妇产生紧张#烦躁#焦虑甚至失眠等不良情绪反

应$#,%

" 因此!孕妇在进行卧位产科检查#分娩及手

术中应注意仰卧位低血压综合征对孕妇及胎儿的危

害!针对具体情况积极采用预防护理措施!提高安全

和医疗护理质量!减少孕妇的不适及胎儿宫内缺氧

的发生及围产儿死亡" 胎儿电子监护时!给予抬高

床头 3$G"7$G!左侧卧位!操作简单!安全有效!对

有效预防和降低孕妇仰卧位低血压综合征的发生率

具有积极作用!值得临床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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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面愈合的每个过程" 基质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剂& @̂Ŵ=NNAW=?@=_=̂FXNFYQQ)N!+RQ)N'是 QQ)N的特异性

抑制剂!抑制QQ)N过度表达" 二者协同!在创面愈合中发挥重要作用" 该文就QQ)N和+RQ)N在 *̀ 溃疡创

面愈合中作用的研究概况进行综述"

//!关键词"/糖尿病足)/创面愈合)/基质金属蛋白酶)/基质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剂

//!中图分类号"/J1,!I3/!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6!4 57,$6#3$#!$$8 5$8#6 5$4

//%F=%#$07868LM0=NN?0#6!4 57,$603$#!0$8038

'()(*+,-.+/0+())/12*3+45 2(3*66/.+/3(47*)()*7834))9(47-4:43/+)/1;;<)4784*:(34,1//396,(+#'()*+

,-./01"2! '()*+34"2/5-4"! 67*+894"/:."2! .%4;<(-4"2=41=9$%>9?%1:@9"2=41'."%.>:1>69$.4$.'1"%>1;4"=

!>.A."%91"! B04"=1"2 3664$$! '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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