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２　 职业中毒患者 ＳＣＬ⁃９０ 与 ＣＳＱ 的相关分析

项目　 　 解决问题 自责 求助 幻想 退避 合理化 总分

躯体化 －０ ２４７ ０ １２６ －０ ０９５ ０ １１４ ０ １０５ ０ ０５８ ０ ０７４

强迫 －０ ２８８ａ ０ １６７ －０ ０７９ ０ １０８ ０ ０７８ ０ ０９０ ０ ０６７

人际敏感 －０ ２７９ａ ０ １０９ －０ ２１８ ０ １６７ ０ ０６３ ０ ０５２ ０ ０２２

抑郁 －０ ３５２ａ ０ １３８ －０ ２０９ ０ １５８ ０ ０５２ ０ ０６２ ０ ０１３

焦虑 －０ ２０３ ０ １５７ －０ ０２４ ０ ２６０ａ ０ １７３ ０ ０８１ ０ １５２

敌对 －０ ２６８ａ ０ ２６６ａ －０ １０８ ０ ２２８ ０ １６２ ０ ２３２ ０ １３５

恐怖 －０ ２３５ ０ １１５ －０ １２６ ０ １３３ ０ １５２ ０ １０５ ０ ０６４

偏执 －０ １８０ ０ ２００ －０ １２１ ０ ２１４ ０ １５０ ０ １６１ ０ １３４

精神病性 －０ ０９６ ０ ０５５ －０ ０５７ ０ ０７１ ０ ０３７ ０ ０６６ ０ ０３４

其他 －０ ２６８ａ ０ １１９ －０ ００８ ０ ０４２ ０ ０３２ ０ ０１９ ０ ０２９

总分 －０ ２９１ａ ０ １６５ －０ １２３ ０ １６９ ０ １１１ ０ ０９７ ０ ０７９

　 注： ａ， Ｐ＜０ ０５

　 　 在职业中毒患者心理健康的相关影响因素中， 应对方式

为一个可控因素， 护理工作可以此入手， 帮助患者调节心理

和情绪。 全面评估患者的心理健康相关因素， 了解患者的心

理状况及情感需求； 对患者进行必要的职业病防治知识宣教，

加强与患者的沟通， 建立信任的互助关系， 并积极帮助患者

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及处理问题的能力， 从而全面提高职业中

毒患者的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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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硫化氢中毒的临床救护水平， 现将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我院收治的 １２９ 例急性硫化氢中毒的急救护理体

会总结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选取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我院收治的 １２９ 例急性

硫化氢中毒患者， 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 对照组为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期间收治的 ６２ 例患者， 其中男 ５５ 例、 女 ７
例， 年龄 ２４～４６ 岁、 平均年龄 （３１ １±４ １） 岁， 采用常规护

理方法。 观察组为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收治的 ６７ 例患

者， 其中男 ５６ 例、 女 １１ 例， 年龄 ２０ ～ ４５ 岁、 平均年龄

（３３ ２±３ ９） 岁， 采用我院大力推广的急救护理方法。 纳入标

准： 所有患者均经过诊断并确诊为急性硫化氢中毒； 未进行相

关治疗； 患者及其家属均知情同意。 排除标准： 患有原发性精

神疾病以及不配合治疗者； 老年痴呆患者； 合并有恶性肿瘤、
肝肾功能异常者； 放弃治疗者。 两组患者性别、 年龄、 病情严

重程度等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１ ２　 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 吸氧、 纠正肺水肿、 脑水肿等，

对症处理。 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采取如下措施： 首先创

建急救小组， 做好医护人员的合理分工， 给予每位患者一医

一护的抢救护理， 保证所有患者均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 抢

救结束后， 根据患者病情制定实施个性化护理方案， 重点关

注呼吸系统变化， 注重心理护理。
１ ３　 观察指标

１ ３ １　 有效率判断 　 无效———中毒症状未得到缓解甚至死

亡； 有效———中毒症状得到缓解， 但仍有胸闷、 心悸等表现，
对工作及生活影响较小； 显效———中毒症状完全消失， 未见

不良反应， 对日常工作及生活没有影响。
１ ３ ２　 护理满意度判定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统计两组患者

对护理过程的满意程度， 分为不满意、 基本满意、 满意 ３ 个

等级， 护理满意度＝ （基本满意＋满意） ／总例数×１００％。
１ ３ ３　 生活质量判定　 治疗 ３ 个月后， 使用 ３６ 条目健康量表

（ＳＦ⁃３６） 对其评估， 满分均为 １００， 得分越高生活质量越高。
１ ３ ４　 护理依从性对比　 主要分为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 不

依从。 完全依从———经护理后患者具有良好的生活规律和健

康的行为习惯， 并且提高了对疾病的认知水平； 部分依从

———护理后患者仍然存在生活习惯不规律及不健康的行为习

惯， 但有所改善， 且对疾病有了大致认知； 不依从———护理

后患者生活不规律， 并且对疾病的认知水平较低。 依从率 ＝
（完全依从＋部分依从） ／总例数×１００％。
１ ４　 统计分析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８ ０ 进行数据分析， 其中计数资料采用 χ２ 检

验， 计量资料采用 ｔ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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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

２ １　 两组治疗有效率和护理满意度对比

观 察 组 的 治 疗 有 效 率 为 ９１ ０％， 护 理 满 意 度 为

９７ ０％， 均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７７ ４％和 ８０ ６％， 两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 见表 １。

表 １　 两组患者治疗有效性和护理满意度情况 例 （％）

组别 例数
有效性 满意度

无效 有效 显效 有效率 不满意 基本满意 满意 总满意度

对照组 ６２ １４ （２２ ６） ２６ （４１ ９） ２２ （３５ ５） ７７ ４％ １２ （１９ ４） ２６ （４１ ９） ２４ （３８ ７） ８０ ６％

观察组 ６７ ６ （９ ０） ３２ （４７ ８） ２９ （４３ ３） ９１ ０％ ２ （３ ０） ３１ （４６ ３） ３４ （５０ ７） ９７ ０％

Ｐ 值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２ ２　 两组生活质量对比

治疗后， 观察组生活质量各项指标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

（Ｐ＜０ ０５）。 详见表 ２。

２ ３　 护理依从性对比

对照组依从性 （７１ ０％） 明显低于观察组 （８８ １％）， 两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见表 ３。
表 ２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情况 （ｘ±ｓ） 分

组别 时间 呼吸功能 社会功能 肺功能 角色功能

对照组 治疗前 ６３ ２±２ ９ ６２ ９±３ ３ ６５ ４±４ ９ ６４ ９±４ ４

治疗后 ７３ ２±３ ４ ７１ ２±３ １ ７３ ２±４ ６ ７１ ８±４ １

观察组 治疗前 ６２ ３±２ ６ ６２ ６±３ ９ ６７ １±４ ５ ６４ １±４ ９

治疗后 ７９ ８±４ ６∗ ８１ ４±４ １∗ ８２ ４±５ ４∗ ８２ ９±５ ３∗

注： ∗， 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Ｐ＜０ ０５

表 ３　 两组患者护理依从性情况 例 （％）

组别 例数 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 不依从 依从率

对照组 ６２ ２９ （４６ ８） １５ （２４ ２） １８ （２９ ０） ７１ ０％

观察组 ６７ ４７ （７０ １） １２ （１７ ９） ８ （１１ ９） ８８ １％

Ｐ 值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３　 讨论

我国职业性中毒事件中硫化氢中毒已经位居第二位， 给

工人生命健康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硫化氢中毒会对人体器官

造成严重的损伤， 病情进展迅速， 因此要求急救后的护理工

作要严格到位。 为患者制定科学、 合理、 个性化的护理方案，

能够在较大程度上降低患者的死亡率。 本研究显示， 经过及

时的抢救和急救护理后， 两组患者的中毒程度均得到了有效

的缓解， 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为 ９１ ０％， 明显优于对照

组。 通过密切关注患者各项生理指标的变化， 采取及时、 有

效的救治措施， 大大降低了心肌损害、 脑水肿、 肺水肿的发

生率。 观察组呼吸功能等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 说明急救护

理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缩短患者康复的时间， 明显降低死

亡率， 同时提高了患者对护理过程的满意程度以及护理依从

性， 使患者的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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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质瘤是最常见的颅内原发性恶性肿瘤， 发病率占颅内

肿瘤的 ５０％以上［１］ 。 接触化学有害物质的工人、 消防员等均

是胶质瘤的易感职业人群［２］ 。 目前该病的国际标准治疗方案

是手术治疗及术后联合放化疗。 手术、 放疗、 化疗均可以引

发患者焦虑抑郁情绪， 降低生活质量。 有报道， 在头颈部恶

性肿瘤患者中， 抑郁的发病率为 ２２％ ～ ５７％ ［３，４］ 。 焦虑抑郁可

影响治疗效果， 加重病情， 并能促进肿瘤的复发、 转移、 恶

化［５］ 。 因此， 对此类患者采取心理护理干预十分必要。
１　 资料与方法

１ １　 一般资料

将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２０１５ 年 ６ 月在我院神经外科接受开颅手

术治疗后， 按照 Ｓｔｕｐｐ 方案进行标准放化疗的 ９２ 例胶质瘤患

者， 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 每组各 ４６ 例。 对照组男 ３０ 例、 女

１６ 例， 平均年龄 （４３ ２±５ ２） 岁。 肿瘤部位为额叶 １８ 例、 颞

叶 １４ 例、 顶叶 ６ 例、 枕叶 ８ 例， 术前 ＫＰＳ 评分 （７６ ３±１１ ５）
分； 干预组男 ２８ 例、 女 １８ 例， 平均年龄 （４５ ６± ７ ４） 岁。
肿瘤部位为额叶 ２３ 例、 颞叶 １１ 例、 顶叶 ５ 例、 枕叶 ７ 例， 术

前 ＫＰＳ 评分 （７３ ８±１０ ７） 分。 对照组与干预组在性别、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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