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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研究

韦彩云#+梁青莲#+董文逸#+吴锋耀#+谢彩英

基金项目$ 南宁市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计划项目"编号$!"#%'#%%!!"#%'#%"#

作者单位$ $'""!'+广西!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护理部"韦彩云!梁青莲#!院办"吴锋耀#!艾滋病科"董文逸!谢彩英#

作者简介$ 韦彩云"#&H' (#!女!大学本科!主任护师!研究方向$传染病护理' MG;67D$!%$###"!')RSS*>-;

通讯作者$ 梁青莲"#&II (#!女!大学本科!学士学位!主管护师!研究方向$传染病护理' MG;67D$DSD;6<6-RSS*>-;

++!摘要"+目的+探讨适合艾滋病临终者的照护模式!缓解艾滋病患者临终前生理及心理痛苦和压力'

方法+将该院 !"#%G"I T!"#HG"H 收治的艾滋病晚期患者 #""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 例' 观察组采

用临终前关怀照护模式!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模式' 比较两组入组时及入组后 #" < 的抑郁(焦虑情况(住院

费用及护理满意度' 结果+观察组在实施临终关怀照护后抑郁焦虑程度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U

"V"$#' 观察组住院费用低于对照组"!U"V"$#' 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U"V"$#' 结论+联合照护模式

能减轻患者焦虑和抑郁心理问题!给患者提供安全(舒适(有尊严的生命终末期'

++!关键词"+艾滋病)+临终关怀)+护理模式

++!中图分类号"+Q$#!V&#+!文献标识码"+2+!文章编号"+#HI% (')"H#!"#)$"# ("")% ("'

++<-7%#"*'&H&WX*7554*#HI% (')"H*!"#)*"#*!$

++临终关怀是指对临终者和家属提供减少临终前

痛苦!维持临终者尊严的护理服务模式%#&

' 长期以

来由于社会上对艾滋病的偏见和歧视!导致艾滋病

患者长期存在抑郁(自卑及厌世等负性情绪' 本研

究应用病情诊断(评估(高质量的护理服务(临终照

护(临终安排(居丧照护 H 步法!对艾滋病临终患者

给予身体及心理的照护!取得良好效果!报道如下'

!"对象与方法

!#!"研究对象"选择 !"#%G"I T!"#HG"H 我院收治

的艾滋病晚期患者 #"" 例!根据患者意愿将患者分

为观察组 $" 例"男 'H 例!女 #% 例#和对照组 $" 例

"男 ') 例!女 #! 例#' 纳入标准$"##年龄
!

#) 岁)

"!#确诊为P8Y感染!病情危重!出现 # 个以上器官

功能衰竭(且病情不断恶化)"'#经医生病情评估!

预期生命周期Z#" <!不超过 ' 个月)"%#患者或家

属签署临终关怀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病情

危重合并 ! 个以上的器官功能衰竭)"!#患者或家

属不愿意配合者' 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讨论同

意' 两组年龄及2[8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Z

"V"$#!具有可比性' 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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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两组年龄及2[8指数比较!

"

"\#"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2[8"]CW;

!

#

观察组 $" $"V$' \#%VI# !"V&# \'V%#

对照组 $" $#VI% \#HVII !"V&" \!V)$

$ ( "V%%I "V"#H

! ( "VH$H "V&)I

!#$"方法

#V!V#+对照组+医务人员给临终者按照病情诊断
#

评估
#

高质量的护理服务
#

抢救
#

居丧照护流程进

行治疗护理'

#V!V!+观察组+采用 H 步法临终关怀照护模式$

"##建立组织$病区成立临终关怀护理服务小组!成

员由医师(护士(志愿者(心理咨询师等组成!由科主

任或具有心理咨询资质的护士担任组长' 制定临终

关怀服务流程!并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 "!#临终

关怀护理工作流程$病情诊断
#

评估
#

高质量的护

理服务
#

临终照护
#

临终安排
#

居丧照护' "'#舒

适照护$设置独立的关怀室!室内悬挂风景画!安置

病床(陪床(圆桌椅等' 让家人陪伴!创造温馨(舒

适(安静的环境使其有安全感' 根据患者自理能力!

协助患者完成个人口腔(皮肤等清洁!提高患者的舒

适感' "%#心理疏导$主动地关心体贴患者!认真倾

听患者陈述!了解其心理需求!尽量给予满足!如遇

有较严重心理问题则由心理咨询师给予心理疏导'

有针对性地联合医务人员(家庭(社会共同关爱下的

个性化情感支持!以减轻患者心理障碍程度%!&

' 适

时引入死亡教育!帮助患者和家属正确面对和思考

与死亡相关的问题!理性地对待死亡!做出临终前的

合理选择!如是否进行插管抢救(选择死亡地点等'

让患者在人格上保持尊严!减轻恐惧(孤独!安静地

接受死亡' "$#症状护理$发热时给予患者物理或

药物降温' 有疼痛时!按疼痛的程度给予理疗或止

痛药' 给予患者基础生命支持!保证体液平衡及机

体代谢所需能量' "H#灵性照护$依照患者宗教信

仰或当地风俗习惯!满足患者心愿!鼓励家属在患者

身边守候!直至生命终止%'&

' "I#居丧照护$护士按

家属的习惯给予逝者相应的尸体护理!保持尸体清洁!

装饰整齐' 参与护理的人员向遗体告别后!将尸体移

出病区' 协助家属完成后事处理并给家属心理疏导'

!#%"观察指标""##干预 #" < 后采用抑郁量表

"NJN#和焦虑量表"N3N#对两组患者进行焦虑(抑

郁情况评估' NJN 的评分标准$"V$ 以下者为无抑

郁!"V$ T"V$& 为轻度抑郁!"VH T"VH& 为中度抑郁!

"VI 以上为重度抑郁' N3N 标准$$" T$& 分为轻度

焦虑!H" TH& 分为中度焦虑!I" 分以上为重度焦虑'

"!#护理满意度调查共 H 个项目!每个项目分五个

等级!分数从 $ 分到 # 分!分别代表非常满意(较满

意(满意(不满意(很不满意!#) 分及以上总体评价

为满意'

!#&"统计学方法"应用 NKNN#HV" 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

"\##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U

"V"$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两组干预后基本情况"观察组完成研究 %#

例!$ 例放弃治疗出院!% 例于入组后 ' < 内死亡而

退出' 对照组完成研究 %$ 例!' 例放弃治疗出院!!

例于入组后 ' <内死亡而退出'

$#$"两组干预后抑郁和焦虑程度比较"两组抑郁

程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V"$#!观察组焦

虑程度轻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U"V"$#'

见表 !'

表 !+两组干预后抑郁和焦虑程度比较!%"

组+别 例数
抑郁程度 焦虑程度

无 轻度 中度 重度 轻度 中度 重度

观察组 %# $ # ## !% #) !" '

对照组 %$ " % #' !) ) #% !'

& ( ("VH"H (%V#%"

! ( "V$%% "V"""

$#%"两组住院费用及护理满意度比较"观察组的

住院总费用(西药费(化验费(检查费及其他费用均低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U"V"$#' 见表 ''

观察组护理满意度为 &$V#!^"'&W%##!对照组护理

满意度为 IIVI)^"'$W%$#!观察组护理服务满意度

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_$V'I$!!_

"V"!"#'

表 '+两组住院费用比较#!

"

"\#"$元
$

组+别 例数 总费用 床位费 护理费 西药费 化验费 检查费 其他

观察组 %# #$%"" \I!'#V& '#%V) \##IVI %#'V) \!#)VH $H$#V% \'IH)VH '!%% \#%)HV) #)&! \##"$ 'II&V! \!!&)V"

对照组 %$ !"$"" \&%%"VH '$#VI \#&%V' %&IV) \''#V# II&"VH \$!$#V$ ')%"V% \#%IVH !%HH \#$"I $'&#V" \!&!IV&

$ ( (!VI&I (#V"HI (#V')I (!V#I" !VHII (!V"#" (!V)%"

! ( "V""H "V!)& "V#H& "V"'' "V"") "V"%) "V""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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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临终关怀主要是在症状(行为和情感方面给予

支持!目的是减轻患者痛苦和维护患者尊严' 艾滋

病临终者免疫功能极低合并有多种机会性感染!常

见发热(呼吸困难(腹泻(疼痛等症状' 积极及时处

理患者的这些常见问题可以有效地减轻患者的不适

和痛苦' 系统的临终关怀是由专业的临终照护团队

提供!团队成员包括医生(护士(心理咨询师(志愿

者(宗教人士等!按患者需要提供相关治疗(护理心

理疏导和临终全程照护等'

%#$"艾滋病目前还未能做到有效治愈!临终者病情

多次反复!且不断恶化!面对死亡心理问题凸现' 临

床上针对焦虑(抑郁状态缺乏系统的干预!多数文献

报道的心理干预是在传统的健康教育的基础上演变

而来!真正获取心理咨询师的心理支持很少%%&

' 我

们通过临终全程照护模式!能有针对性地帮助患者

克服恐惧感(失落感和孤独感!能稳定患者情绪!解

除其心理障碍%$&

'

综上所述!采用联合照护模式对住院艾滋病晚

期患者进行临终护理服务!在一定程度上能减轻患

者焦虑心理!患者可以安全(舒适(有尊严地度过生

命终末期' 因此开展早期普及死亡教育!有利患者

临终前清除恐惧情绪!帮助家属对患者临终前做好

支持(照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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