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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WUDFW
2EMHFWLYH��To�explore�the�application�effect�of�targeted�nursing� intervention�in�the�examination�of�256�slice�spiral�CT�angiography�
(MSCTA)�in�diabetic�arteriosclerosis�obliterans.�0HWKRGV��from�May�2016�to�July�2018,�68�patients�with�diabetic�arteriosclerosis�oblit�
erans�in�our�hospital�were�selected�for�256�MSCTA�examination.�According�to�the�time�sequence�of�admission,�34�patients�were�divided�
into�two�groups.�The�control�group�received�routine�nursing�intervention,�and�the�experimental�group�received�targeted�nursing�inter�
vention�on�this�basis.�The�control�time�of�heart�rate,�the�training�time�of�respiratory�cooperation,�the�availability�of�the��rst�image�and�
the�satisfaction�of�nursing�work�were�compared�between�the�two�groups.�5HVXOWV��WKH�WLPH�RI�KHD�W��DWH�FRQW�RO�DQG��HVSL�DWR���W�DLQLQJ�
in�the�experimental�group�was�shorter�than�that�in�the�control�group�(P�<�0.05);�the��rst�image�adoption�rate�in�the�experimental�group�
was�91.18%,�higher�than�67.65%�in�the�control�group�(P<0.05);�the�satisfaction�of�nursing�work�in�the�experimental�group�was�97.06%,�
higher�than�73.53%�in�the�control�group�(P<0.05).�Conclusion�targeted�nursing�intervention�can�effectively�shorten�the�time�of�heart�rate�
control�and�respiratory�training,�improve�the�rate�of�picture�adoption�and�nursing�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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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护理干预在糖尿病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 256 层
MSCTA检查过程中的应用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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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究针对性护理干预在糖尿病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 ���层螺旋CT血管成像技术（MSCTA）检查过程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选取 ����年 �月～ ����年 7月我院 ��例行 ���层MSCTA 检查的糖尿病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依据入院时间顺
序分组，各 ��例。对照组常规护理干预，实验组于此基础上予以针对性护理干预。对比两组心率控制时间、呼吸配合训练时间、
初次图像可采用情况及护理工作满意度。结果：实验组心率控制及呼吸配合训练时间均较对照组短（P＜ �.��）；实验组初
次图像可采用率 ��.��%较对照组 67.��%高（P＜ �.��）；实验组护理工作满意度 97.��%较对照组 73.��%高（P＜ �.��）。
结论：对行 ���层MSCTA 检查的糖尿病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予以针对性护理干预，可有效缩短患者心率控制及呼吸配
合训练时间，提高图片可采用率及护理工作满意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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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为动脉系统疾病常见类型之一，易

导致患者下肢动脉狭窄、闭塞，多需采用放射介入治疗。准

确掌握糖尿病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狭窄部位及范围，有

助于治疗方案选择 [�]。���层螺旋 &�血管成像技术（06&��）

可提供准确诊断依据，便于临床治疗方案制定，从而控制疾

病进展，降低患者截肢率 [�]。但多数患者行 ���层06&��检

查时易出现紧张、焦虑等负性情绪，致使患者心率加快，影

响成像质量。因此，积极采取有效措施预防上述情况发生尤

为关键。有学者指出，���层 06&��检查过程中，对患者

采取相关护理干预措施，可一定程度缓解患者负性情绪，促

使患者积极配合检查，保证成像质量 [�]。本研究选取 ��例行

���层06&��检查的糖尿病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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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护理干预在其检查过程中的应用效果。结果如下。

2�资料与方法

2.1�临床资料�

选取 ���� 年 � 月～ ���� 年 7 月我院 �� 例行 ��� 层

06&��检查的糖尿病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依据入院时

间顺序分组，各 ��例。其中实验组女 ��例，男 ��例，年龄

��～ 76岁，平均年龄（��.��±7.��）岁；文化程度：高中及

以下 ��例，大专 �例，大专以上 �例；对照组女 ��例，男 ��例，

年龄 ��～ 76岁，平均年龄（��.��±7.��）岁；文化程度：

高中及以下 ��例，大专 �例，大专以上 ��例。对比两组年龄、

性别及文化程度等资料均衡可比（3＞ �.��）。本研究经我院

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2.2�方法��

对照组予以常规护理干预，如主动询问患者病史，全面

评估其呼吸、心率等状况，明确患者禁忌症；检查期间，协

助患者去除带有金属衣物，于胸部指定位置粘贴心脏电击，

并连接心电门控，监测心率；合理设定高压注射器流速、压

力等相关参数，检查急救物品、器械处于备用状态；于此基

础上，实验组予以针对性护理干预，包括（�）心理护理，向

患者详细介绍 ���层 06&��检查流程及相关注意事项，积

极与患者沟通交流，掌握其心理顾虑，予以针对性心理指导，

使患者明确该检查目的及优越性，缓解其负性情绪，促使患

者积极配合检查；（�）呼吸训练及心率控制，若患者心率在

75次 /PLQ以上，护理人员遵循医嘱指导患者口服美托洛尔，

控制心率；并指导患者进行屏气训练，根据 &�机指令进行，

与呼吸幅度一致，尽量保持身体不动，期间切勿出现吞咽、

打喷嚏、咳嗽等动作；（�）注射护理，06&��扫描速度快，

注射部位选择粗大、弹性良好血管，留置针选择遵循短、粗

原则，事前告知患者对比剂注射过程中可能出现现象，避免

患者出现紧张、恐惧的不良情绪，对比剂注意加温，尽量接

近患者体温，注射后，密切注意有无渗漏或其他异常情况出

现，一旦发现及时告知医师，并积极采取对应措施；（�）扫

描结束后，护理人员拔针，按压皮肤进针部位及血管进针点，

避免血液外漏；嘱咐患者多摄取水分，促进对比剂排出体外。

2.3�观察指标

（�）心率控制及呼吸配合训练时间。（�）初次图像可

采用情况。成像标准 [�]，�分：血管未显影，或存在伪影；�

分：血管边缘模糊或主干噪声大；�分：血管边缘粗糙，但重

要部位较为清晰；�分：血管分支及远端较为明显，存在少许

噪声；�分：分支、远端明显，影响边缘清晰锐利。图像 �分

及以上均可采用。（�）护理工作满意度，以我院自制护理工

作满意度调查量表评价，共两个维度，�～ ���分，分为满意

（＞ ��分）、较满意（��～ ��分）、不满意（＜ ��分）。

护理工作满意度 =（较满意＋满意）/总例数×���%。

2.4�统计学方法�

6366��.�分析，计量资料（心率控制及呼吸配合训练

时间）用（ � ±V）表示，W检验，计数资料（护理工作满

意度及图像采用率）用 Q（%）表示，卡方检验，检验标准

α=�.��。

3�结果�

3.1�心率控制及呼吸配合训练时间

实验组心率控制及呼吸配合训练时间均较对照组短（3

＜ �.��）。见表 �。

表 ��两组心率控制及呼吸配合训练时间对比（ � �V，V）

组别 例数 呼吸配合训练时间 心率控制时间

实验组 �� ��.��±7.�� ��.��±��.��

对照组 �� ��.��±��.�� 67.��±��.��

W �.��� �.���

3 �.��� �.���

3.2�初次图像可采用情况

实验组初次图像可采用率 ��.��%较对照组 67.��%高（3

＜ �.��）。见表 �。

表 ��两组初次图像可采用情况对比[Q（%）]

组别
例
数

�分 �分 �分 �分 �分
图片采用
率

实验组 �� �（�.��）
�

（��.76）
�

（17.��）
�

（��.47）
��

（��.��）
��

（��.��）

对照组 ��
��

（��.��）
�（�.��）

�
（17.��）

7
（��.��）

7
（��.��）

��
（67.��）

χ� �.757

3 �.���

3.3�护理工作满意度

实验组护理工作满意度 97.��%较对照组 73.��%高（3

＜ �.��）。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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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两组护理工作满意度对比[Q（%）]

组别 例数 满意 较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实验组 �� ��（67.��） ��（��.��） �（�.��） ��（97.��）

对照组 �� ��（��.��） ��（��.��） �（��.47） ��（73.��）

χ� 7.���

3 �.���

4�讨论

近年来，���层螺旋 &�凭借其高时间、高空间分辨率等

优势在血管成像中得到广泛应用，具有较高诊断敏感性、特

异性及准确率，一次扫描可同时获得多幅图像，在糖尿病下

肢动脉硬化闭塞症诊断中具有较好应用价值。随着临床研究

的不断深入，有学者发现，���层06&��检查期间，患者多

伴随紧张、焦虑、恐惧等心理障碍，影响患者心率控制，进

而干扰检查结果 [�]。因此，糖尿病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

���层 06&��检查期间必须予以对应护理干预，确保成像

质量。

近年来，随着医疗机构综合竞争力的不断提升，患者对

护理质量要求逐渐提高，多种现代化护理模式不断涌现出。

针对性护理干预作为一种临床常用现代化护理模式，结合患

者实际情况、护理人员丰富临床经验，制定针对性护理措施，

充分调动患者积极性，旨在为患者提供优质护理服务 [�]。本

研究对行 ���层 06&��检查的糖尿病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

患者予以针对性护理干预，结果显示实验组心率控制及呼吸

配合训练时间短于对照组，初次图像可采用率及护理工作满

意度高于对照组，充分说明针对性护理干预应用于行 ���层

06&��检查的糖尿病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中，可有效缩

短患者心率控制及呼吸配合训练时间，有效提高图片可采用

率及护理工作满意度。针对性护理干预过程中，护理人员针

对患者负性情绪，详细讲述 ���层06&��检查目的及优越性，

确保患者掌握检查流程及注意事项，消除负性情绪；检查前

全面评估心率，并采取相关措施控制心率，使其稳定在 ��次

/PLQ左右，并指导患者进行屏气训练，使其配合呼吸训练，

提高图像质量。

5结语

综上所述，对行 ���层06&��检查的糖尿病下肢动脉

硬化闭塞症患者予以针对性护理干预，可有效缩短患者心率

控制及呼吸配合训练时间，有效提高图片可采用率及护理工

作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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