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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心理护理干预对中年脉搏波传导速度增高体检者脉搏波传导速度的影响& 方法!

收集 &)$ 例中年脉搏波传导速度增高的体检者$随机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给予传统的饮食和运动干

预$观察组在对照组干预措施的基础上结合 ($ 项症状自评清单测评结果$给予适当的心理护理干预$% 年后

对比观察两组脉搏波传导速度变化& 结果!两组在干预 % 年后脉搏波传导速度均有所下降$其中以观察组下

降更为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9$:$&#'观察组干预后心理健康状况%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

抑郁%焦虑得分均低于干预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9$:$&#$对照组干预前后各项因子得分比较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两组干预前后比较$饮食%饮酒%体育锻炼%用药行为均得到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9

$:$&#$观察组精神压力干预后较干预前则有所好转"!9$:$&#& 结论!综合的护理干预可以减低脉搏波传

导速度增高的中年体检者的脉搏波传导速度$是预防心脑血管事件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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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粥样硬化可引起心肌梗死%脑卒中和外周

血管病等疾病(%$#)

$危及人民的健康安全& 通过检

测出脉搏波传导速度"CD0AEF.GEGE087/HI$JKL#能

够间接反映动脉僵硬程度& 目前国内对冠心病%糖

尿病患者以及老年人等特殊人群的动脉粥样硬化性

病变的研究较多(')

$对中青年普通人群的调查研究

甚少& 本研究收集 &)$ 例脉搏波传导速度增高的中

年体检者的资料$给予护理干预 % 年$发现动脉僵硬

度好转& 现报道如下&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选择 #$%& 年在本院进行上臂动

脉,踝动脉的脉搏波传导速度"=M.7N/.0,.BO0ECD0AE

F.GEGE087/HI$P.JKL#检测的人群作为研究对象$入

组标准!年龄 2$ Q3$ 岁$P.JKL;% 2$$ 7-?A$进行

($ 项症状自评清单"RST,($#

(2)测评及血糖%血脂四

项%血压%超声%肾功能等检测& 排除标准!"%#不能

完成所有体检项目者'"##因个人等其他原因中途

自动退出者'"'#有严重心律失常%严重心力衰竭%

甲状腺功能异常%偏瘫%严重心理疾病患者& 使用随

机数字表法将入组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两

组均签署知情同意书$采用*健康体检基本项目专

家共识+中的健康体检自测问卷进行基线资料采

集$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具有可比性& 见表 %&

表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

#U$$%

组!别 例数
性别

男 女

年龄
"岁#

民族 婚姻状况 文化程度

汉 壮 其它 未婚 已婚 离异 丧偶 小学及以下 中学 大专及以上

对照组 #)3 %($ (3 2):( U&:% #3' %( 2 % #)# % # # 1 #11

观察组 #(2 #$1 )1 2(:# U&:% #1% #$ ' % #)) # ' ' 1 #)2

%&

!

#

* $:'#3 $:%'$ $:%1) $:2)3 $:%11

! * $:%12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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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脉搏波传导速度检测和 RST,($ 测评!采用

日本欧姆龙公司生产的外周动脉硬化测定仪对体检

者进行 P.JKL的测量$全程由经过严格培训的一名

护士操作'测量 P.JKL偏高的体检者$由 # 名经过

培训并取得心理咨询师证书的的护士负责进行症状

自评量表"RST,($#测定$体检者进行测定前护士讲

解评分要求$体检者在不受影响的状态下完成测评$

根据受检者近一周的情况如实填写&

%:#:#!护理干预方法

%:#:#:%!常规饮食和运动护理干预!两组均根据

体检结果与调查问卷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后$制定符

合体检者的饮食%运动干预措施$通过每月一次的电

话随访以及微信平台形式发送个性化的健康短信$

加深体检者对自身健康状况的了解$指导体检者调

整饮食结构$戒烟戒酒$规律作息$坚持有氧运动$每

周 ' Q& 次$每次 '$ -/B以上&

%:#:#:#!心理护理干预!观察组在进行饮食%运动

护理干预基础上$给予个性化的心理护理干预$具体

干预步骤!"%#由专门培训过并取得咨询师资格的

护士为固定干预人员$使体检者产生稳固心理$干预

人员以诚恳的态度和满腔热情关心体检者$与体检

者形成良好的交流与信任关系& "##通过每月一次

的电话与微信随访$向体检者宣传疾病与健康方面

的知识$尤其是体检者存在的问题如动脉硬化方面

的知识$缓解其由于对疾病不了解所引起的紧张%焦

虑感& "'#通过每个月的电话回访$倾听了解患者

的心理问题$通过言语上的疏导%支持%安慰%帮助%

鼓励等措施$减轻或消除其负性情绪$并指导其学会

肌肉放松或深呼吸等自我放松方法$从实际出发$进

行适当的运动娱乐休闲$如听音乐%散步$让体检者

保持健康%乐观%开朗的心情$提高其适应能力& 并

建立专门的回访记录表$做好记录总结& 两组患者

均干预一年$一年后即来我体检中心再次体检$并完

成健康体检自测问卷调查表%RST,($ 心理测评以及

脉搏波传导速度等相关检查&

!#%"评价指标"按美国心脏病协会"[\[#医学?科

学报告"%(('年#的判断标准$以 P.JKL

"

% 2$$ 7-?A

为周围动脉硬化阴性$P.JKL;% 2$$ 7-?A为外周

动脉僵硬度增高& RST,($ 包含的因子为躯体化%强

迫症状%抑郁%人际关系敏感%敌对%焦虑%偏执%精神

病性$每一个因子均从-无.到-严重.采用 % Q& 级

评分制&

!#&"统计学方法"应用 RJRR#$:$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U标准差"

!

#U$#表示$采用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

# 检验$!9$:$&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结果

$#!"两组干预前后脉搏波传导速度比较"干预后

两组脉搏波传导速度均较干预前降低$观察组降低

幅度优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9

$:$&#& 见表 #&

表 #!两组干预前后脉搏波传导速度比较!#

!

#U$$"7-?A%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 % !

观察组 #(2 %&&(:1 U%'$:' %212:2 U)$:& %&:(1% $:$$$

对照组 #)3 %&2&:3 U%#1:3 %&'):% U%%&:# 3:(11 $:$$$

% * %:'%3 3:(#$ * *

! * $:%)( $:$$$ * *

$#$"两组干预前后心理测评得分比较"两组干预

前各因子得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观察组干预后心理健康状况%躯体化%强迫症状%人

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得分均低于干预前$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9$:$&#$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

干预前后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对

照组各项因子得分干预前后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 见表 '&

表 '!两组干预前后心理测评得分比较

组!别 例数
心理健康状况 躯体化 强迫症状 人际关系敏感 抑郁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2 %$':)& U#$:13

(#:$& U%:&1

#

%:#2 U$:#&

%:$2 U$:$)

#

%:#1 U$:2(

%:$' U$:$&

#

%:%' U$:#$

%:$% U$:$#

#

%:%# U$:#$

%:$# U$:$2

#

对照组 #)3 (1:3' U3:%(

(1:22 U&:(2

!

%:#2 U$:#%

%:%) U$:#$

!

%:%% U$:%(

%:$1 U$:%$

!

%:$& U$:%$

%:$' U$:$3

!

%:$3 U$:$(

%:$2 U$:$)

!

% * %:213 ':(21 $:$2& #:($' %:&&% %:&%1 %:&(' $:$$$ %:'2% $:$'#

! * $:%21 $:$$$ $:(32 $:$$3 $:%#) $:%'3 $:%#' $:$&2 $:%)1 $:#3)

组!别 例数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2 %:%1 U$:'$

%:$% U$:$&

#

%:#% U$:2% %:%) U$:'1 %:%$ U$:%$ %:$3 U$:$( %:%2 U$:#$ %:%% U$:## %:%# U$:#2 %:$1 U$:%'

对照组 #)3 %:$& U$:$(

%:2$ U%:(#

!

%:$& U$:$) %:$2 U$:$1 %:$1 U$:%$ %:$3 U$:$( %:$1 U$:%$ %:$3 U$:$( %:$2 U$:$) %:$2 U$:$&

% * %:)3 $:$)( %:(2) %:)2# $:)$# $:$1& %:2$& %:$)$ %:2#) $:(&1

! * $:$3( $:'3& $:$&) $:$1# $:2#1 $:(2$ $:%1# $:#)3 $:%31 $:'22

!注!与本组干预前比较$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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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干预前后健康相关行为比较"两组干预

前后比较$饮食%饮酒%体育锻炼%用药行为均得到改

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9$:$&#$两组抽烟行为干

预后较干预前有所减少$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对照组干预前后精神压力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观察组精神压力干预后较干预

前则有所好转"!9$:$&#& 见表 2&

表 2!两组干预前后健康相关行为比较#"$

组!别 例数
合理饮食 抽烟 饮酒 体育锻炼 合理用药 精神压力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2 %))

#2&

#

)% 3( %1(

%&2

#

%&3

%)(

#

%)3

##%

#

#$'

%1%

#

对照组 #)3 %13

#2'

#

(3 )1 %)'

%3)

#

%11

#$'

#

#$$

#''

#

%)1

%12

!

!

#

* $:'&( $:#)( #:212 ':&3# $:&(& #:'1& #:12( #:(3& #:)(' ':')# $:))' $:2'%

! * $:&2( $:&(% $:%#3 $:$&( $:2(' $:%#' $:$(1 $:$)& $:$)( $:$33 $:'21 $:&%#

!注!与本组干预前比较$

#

!9$:$&

%"讨论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但因不

合理的饮食结构和生活方式$导致目前心脑血管疾

病发病率日益升高$#$%2 年中国心血管疾病病死率

居疾病死亡第一位(&)

& 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是一

种弥漫性%进展性和全身性疾病$是心脑血管疾病和

其他闭塞性血管性疾病的基础$是造成死亡的主要

原因$动脉硬化也属于心身疾病的范畴$是包括高血

压%高血脂%吸烟%[型人格%焦虑等不良情绪在内的

诸多心血管危险因素导致的血管功能改变$与预后

的关系已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3$1)

& 外周动脉硬

化检测是一种无创%简便%低廉且有效的检测机体动

脉硬化的方法$目前通过检测 JKL可以间接评估

外周动脉硬化程度$可以对动脉硬化疾病做出早期

筛查和对心血管事件进行预警())

$已被广泛应用于

临床工作中$有研究表明 JKL是主要心血管事件

死亡的独立预测因子(()

&

%#$"RST,($ 自评量表是 T6<6ZEM8].H/A于 %(1& 年

编制$广泛应用于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工作中& 本

研究通过使用 RST,($ 自评量表对体检者进行心理

测评$分析体检者心理状况$并以心理学理论为指

导$以良好的人际关系为基础$针对体检者现存的和

潜在的心理问题%心理需要制定对应的心理干预措

施$减轻或消除其负性情绪$提高其社会适应能力&

研究发现两组干预前后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症

均无统计学差异$而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

感%抑郁%焦虑得分偏高$且干预前后有明显差异$这

与国内对冠心病患者心理研究的结果相符(%$$%%)

&

提示心理问题在动脉硬化以及冠心病的发病过程中

均有参与$且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可能与相关心理因

素导致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NIC8HN.0.-DA,C/HD,

/H.MI,.>MEB.0$\J[#和交感肾上腺系统激活$导致交

感神经系统和副交感神经系统的活性失衡$引起血

管紧张度%血压反复增高有关& 而对应的心理干预

可以显著改善其心理状态$降低交感神经紧张度$改

善血管弹性$从而降低冠心病的发生率&

%#%"研究发现对动脉硬化人群进行健康教育$膳

食%生活习惯等健康管理$可以改善体检者的饮食%

饮酒%体育锻炼%用药等健康相关行为$减轻其外周

动脉硬化程度%改善血管弹性& 观察组在此基础上

进行适当的心理干预$可以使体检者的饮食%饮酒%

体育锻炼%用药及精神压力等健康相关行为得到改

善并进一步减轻动脉硬化程度& 两组体检者的吸烟

行为均有所减少$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可能与烟

草依赖有关$对这些具有烟草依赖$单纯依靠健康教

育%健康管理和心理干预难以戒断的体检者$应建议

其到戒烟门诊就诊& 本研究使包含心理干预的护理

对象从以往的临床病人延伸至普通体检人群$对无

症状的动脉硬化人群的健康管理$可以在体检发现

P.JKL升高后$进行包括健康宣教%健康管理与心

理干预的综合护理干预$通过提高体检者的健康意

识$帮助体检者建立健康生活方式$改善其心理状

态$提高他们的依从性与社会适应能力$改善其转

归$防止或减少冠心病或心血管事件的发生$从而改

善普通人群的健康状况&

因此$综合的护理干预可以降低动脉硬化人群

的脉搏波传导速度$是预防心血管事件措施的重要

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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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物联网技术在抗生素药物配置及智能化输液管理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选择 #$%3,

$),$) Q#$%3,$),#% 在该院住院有输液治疗的患者 % $'% 例作为研究对象& 根据所在病区是否使用输液监控系

统分为实验组"&%#例#和对照组"&%(例#& 实验组运用物联网技术对输液过程进行监控$对照组按常规管理输

液过程& 比较两组抗生素药物配置管理质量及输液过程管理质量& 结果!实验组抗生素配置到用药间隔时间%

病房输液相关铃响次数及药液滴空发生次数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9$:$&#& 结论!运用物联网

技术进行输液管理$可以减少抗生素药物配制后的存放时间$提高输液病人管理质量$保证患者用药安全&

!!!关键词"!物联网'!抗生素'!输液管理

!!!中图分类号"!<21!!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312 *')$3##$%1$%# *%#%& *$'

!!>8/%%$6'(3(?@6/AAB6%312 *')$36#$%16%#6#)

!!物联网"/BHEMBEH8WHN/B]A$ êb#是指通过射频识

别系统"<âZ#%红外感应系统等信息传感设备$按

照相应协议赋予物体智能并且通过接口把需要连接

的物品与互联网相连接$形成一个物与物相互连接

的分布式网络$从而实现智能化物品识别%定位%跟

踪%监控和管理的技术(%)

& 临床抗菌药物的使用有

着严格的时限要求$其配置后存放时间对药物稳定

性有重要影响(#)

& 我院自 #$%& 年引入物联网技术

用于输液监控和抗菌药物配置管理$取得良好效果$

现报告如下&

!"对象与方法

!#!"研究对象"选择 #$%3,$),$) Q#$%3,$),#% 我

院神经内科一病区%二病区住院有输液的患者 % $'%

例为研究对象$住一病区者为实验组$使用静脉输液

监控系统$输液观察例数 &%# 例'住二病区者为对照

组$按常规管理$输液观察例数 &%( 例& 两组护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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