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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种清洁肠道方法的效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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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中肠臂情况3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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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脱水以及体力消耗，使本已营养不良的直肠癌患者身体更加虚弱，负氮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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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j￡制皂二体情况，患者的权利义务等，

着重讲当前患者迫切需要了解的内 容。

并根据患者知识水平的不同，对急 症

患者进行个体化教育，做到有针对 性

地解释啦J，避免面广，教育内容 散，

力争有效地利用急诊耐问。患者家 属

对患者健康有重要作用，应让其家 属

也掌握疾病知识，如讲解药物服用 的

注意点。良好遵医行为的重要性， 突

发急症时家庭简易救助的方法，院 前

CPR急救实施方法，以达到保存生命

的目的。

2掌握心理变化．把握教育时机

针对患者关心治疗干预效果的心

理．耐心解释采取的诊疗 护理措施对其

疾病的作用辱。一旦病情稍有缓解，患

者各方面的需求迅速浮现 ，护士应善于

把握这个心理变化的良机 开展健康教

育。不要一昧急于灌输知 识，填鸭式教

育易产生情绪对立，影响教育效果。

3详棚介绍用药知识

急救 药物在用法、甩量有严格要

求， 护士应向患者及家属详细讲解，包

括药 物作用、用药途径及输液速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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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出 现的剐作用等，药物治疗困个体而

异，效应强弱不同，需调整剂量方法时

也应作好解释。2001年因用药解释不

全面导致擅自调节药物滴速出现不良

反应 8例(均纠正)，并成为影响患者满

意率的因素。2002年加强教育后未再

发生 。

4执行保护性医疗．善于使用非语育

支持

急症患者中多有濒死患者、绝症患

者，健康教育应遵循避免刺激原则，做

到保护性医疗护理。对绝症患者应根

据个人心理承受力、受教育程度、家庭

情况等予以综合分析，就保密的利弊予

以区别对待。新的医疗护理法律法规

实施后。对患者知情权与人文关怀上的

冲突以知情委托形式过渡。此外．对此

类患者需用非语言行为支持，如表情、

动作、语气、语速等，可及时消除冲突的

潜在因素。

5扩大护士自身的知识面

急症患者健康教育内容广泛，病种

涉及学科多，要求急诊科护士具备扎实

的专业理论知识、娴熟的操作技能和稳

定的心理状态。作为健康教育者，簧得

到信息传播的预期效果，还要具备演

讲、交流、指导各方面的知识。如针对

患者用暗示易接受陌生知识的特点。在

空流中积极用语言暗示．避免不良暗

示，从而得到真实反馈皓J。因此，护士

应不断给自身充电。巩固更新所学的知

识，具体方法有订阅科技期刊，业余自

学，参加继续教育课程等，以期满足日

盏广泛的健康教育的需求。

6发挥护士在医一护一患关系中的挢

粱作用

急症患者有时不能迅速确诊。需做

多项检查，在整个急诊过程中会对最初

的诊断进行惨正或补充，这些都易使患

者对医疗信任度发生变化，而影响诊疗

护理。因此，医护之间需经常沟通，护

患之间加强信息交流，发挥护士的桥桨

作用．既增长患者对诊断形成过程的知

识，叉让患者有承受诊疗结果的健康心

态。

7用多种手段保证教育计划的完整性

急症健康教育迫于时间限制，常无

法体现完整过程。对此除掌握最优原

则，优先评价外，还要注意门急诊资源

的共享性，利用医院的多种传播媒介，

如咨询服务台、科普窗、健康教育处方

等进行健康教育，同时将急症时的健康

教育与住院后的健康教育相连接，保证

教育内容的交接连贯性。

开展急症患者的健康教育是现代

急症的一项重要内容。一方面采取不

同形式有的放矢。有机结合，加强患者

及其家属对疾病的认知控制力，提高对

健康的认识。另一方面，急症患者健康

教育需求内窖广泛，要求护理人员善于

发现自身不足，通过多渠道寻求自身发

展，以减少开展健康教育中产生知识售

点的几率，还要利用多种手段长短互

补。只有这样，才能使健康教育成为治

疗因素及医疗服务的有力手段，密切医

护患关系，减少医疗纠纷的纽带【4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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