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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给予老年艾滋病患者延伸护理对患者生活质量及病毒载量的影响!为老年艾滋病的护理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

选择
(,'*

年
)

月至
(,'5

年
)

月期间于该院诊断与治疗的
?,

例老年艾滋病患者!分为对照组"

%a*,

%和观察组"

%a*,

%!

在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等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给予延伸护理&运用艾滋病患者生存质量量表简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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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患者治疗前后的生活质量!并比较两种不同护理方法对治疗依从性的影响&检测治疗前'治疗
)

个月'治疗
5

个

月时
;\*

g

@

淋巴细胞水平!以及
[QS

病毒载量&结果
!

治疗后!观察组
[200@

评分较治疗前均有显著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

%&观察组治疗依从率为
<-+,,P

!显著高于对照组"

%(+-,P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观察组治疗
)

个月'

5

个月时!

;\*

g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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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后!观察组全血病毒载量
%

-,97

F

/"3

#

6

的患者人数比

例为
?,+,,P

!显著高于对照组"

5(+-,P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在抗病毒治疗基础上对老年艾滋病患者运用延

伸护理!能够显著提升患者生活质量和治疗依从性!对提高患者免疫功能!控制病毒载量起到了辅助作用&

关键词"延伸护理$

!

老年人$

!

艾滋病$

!

生活质量$

!

病毒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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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艾滋病患者因年龄较大(治疗信心不足等众多原因造

成失访严重#难以保证治疗依从性#患者生活质量下降明显#存

活时间短)

'$(

*

'本文探讨给予老年艾滋病患者延伸护理对其生

活质量的影响#并研究其对病毒载量的影响#为老年艾滋病的

护理提供理论依据#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研究对象选择
(,'*

年
)

月至
(,'5

年
)

月期

间于本院诊断与治疗的
?,

例老年艾滋病患者#所有患者均进

行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等常规治疗#将治疗基础上进行常规

护理的
*,

例患者设为对照组#将实施延伸护理的
*,

例患者设

为观察组'观察组男性
)(

例#女性
?

例#年龄
5'

"

%<

岁#平均

年龄$

5?+*)b*+*'

&岁%其中性传播感染者
()

例#血液传播感

染者
',

例#未知传播途径感染者
%

例'对照组男性
))

例#女

性
%

例#年龄
5,

"

%-

岁#平均年龄$

5%+-*b*+-*

&岁%其中性传

播感染者
(-

例#血液传播感染者
<

例#未知传播途径感染者
5

例'本研究已获得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纳入标准!均符合中

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艾滋病学组-艾滋病诊疗指南$

(,''

版&.关于艾滋病的诊断标准)

)

*

%年龄大于
5,

周岁%语言表达

正常'排除标准!病情危重#难以完成调查者%合并恶性肿瘤患

者'对
(

组患者疾病传播途径(年龄(性别比例等一般资料进

行比较#无显著性差异$

!

$

,+,-

&#有可比性'

A+B

!

方法
!

所有患者均进行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等常规治

疗#在此基础上#对照组进行常规护理#包括常规心理护理(药

物指导(身体检查等'观察组患者进行延伸护理#包括门诊护

理(健康教育与门诊巡视(建立病友会(电话随访等四大部分'

$

'

&门诊护理!所有患者在门诊进行抗病毒治疗期间#由本研究

组护理人员采用全国艾滋病数据信息管理系统建立详细的病

例档案#内容包括患者的常规生命体征(家庭成员(婚姻状况(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Q>#R64&J"B

!

:9#7&"E(,'%

!

S7!+)?

!

17+(,



心理状态(学历(联系方式等%门诊治疗期间给予患者治疗护

理#对基础治疗的目的性与必要性进行讲述#详细观察患者生

命体征#出现不良反应及时进行干预治疗'$

(

&健康教育与门

诊巡视!患者一旦进行抗病毒治疗就必须坚持服药#在保证定

期(定量服药外#还需要患者每月定时进行
'

次抽血复查#护理

干预小组在患者来门诊复查时对患者进行面对面沟通#对于老

年患者出现的治疗积极性差(丧失信心甚至放弃治疗的想法进

行干预#告知患者坚持服药对缓解病情的重要意义#嘱咐患者

养成定时定量服药的良好习惯%患者离开医院时向其发放健康

教育宣传册#告知患者如何辨别药物的不良反应'$

)

&建立病

友会!定期召集患者交流病情及治疗心得体会等#包括服药(日

常体育锻炼(调整心理状态等#每次病友会向患者介绍艾滋病

治疗的最新进展#介绍经治疗后病情稳定的案例#同时邀请控

制病毒良好的患者进行经验交流#互相取长补短#为后期治疗

提供信心上的保障'$

*

&电话随访!治疗后前
(

个月每周进行

依次电话随访#

(

个月后每
(

周进行
'

次#

*

个月后每月
'

次#

如部分患者病情严重(心理波动较大或继续护理干预的患者可

根据不同情况适当增加随访频率%通话期间对患者近期基本身

体情况及心理动态进行掌握#并进行详细记录#有助于护理人

员制定相应的护理策略#并及时给予科学的护理指导%电话随

访的详细内容包括疾病认知干预(服药护理干预(心理护理干

预(家庭社会支持护理干预(行为护理干预(告知复查等'

A+C

!

指标判定标准

A+C+A

!

生活质量
!

采用艾滋病患者生存质量量表简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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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包括信仰及精神支柱领域$

WO

&(社会关系领

域$

W:

&(环境领域$

U1

&(独立领域$

Q1

&(心理领域$

OW

&(生理

领域$

O[

&

5

个领域#共计
)'

道题目#分值越高代表生活质量

越优'

A+C+B

!

治疗依从性
!

遵医嘱用药(不自行停药(定期进行复

查(科学的作息时间(注意饮食营养(安全性行为(不滥用毒品(

保持情绪平稳等
?

个方面'若
5

项以上能较好执行#则视为

完全依从%

(

"

*

项能较好执行#为基本依从%低于
(

项为不

依从'

A+C+C

!

实验室指标评价
!

分别采集患者治疗前(治疗
)

个月(

治疗
5

个月的空腹静脉血#采用美国
O4E#"9;

K

e!7I

,

;C&"5

全

能型流式细胞仪检测
;\*

g的水平'采用
O;0

技术检测治疗

5

个月后
[QS

病毒载量#检测方法参照文献)

*

*

#以全血病毒载

量
%

-,97

F

/"3

"

6

为控制有效'

A+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WOWW'%+,,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

计学处理#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运用
!

( 检验进行比较#计

量资料以
4bB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以
!

%

,+,-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A

!

两组护理前后
[200@

评分比较
!

治疗后#观察组

[200@

评分中的个人信仰及精神支柱领域$

WO

&(社会关系

领域$

W:

&(环境领域$

U1

&(独立领域$

Q1

&(心理领域$

OW

&(生

理领域$

O[

&较治疗前均有显著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而对照组治疗前后
[200@

各项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

,+,-

&#见表
'

'

B+B

!

两组治疗依从率比较
!

观察组治疗依从率为
<-+,,P

#

显著高于对照组$

%(+-,P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

表
(

'

表
'

!!

两组治疗前后
[200@

评分比较$分&

4bB

%

项目
观察组

治疗前 治疗
)

个月 治疗
5

个月

对照组

治疗前 治疗
)

个月 治疗
5

个月

WO <+%?b(+*)

'(+-*b(+*-

"%

'*+-*b)+('

"%

<+?<b(+,% ',+(*b(+') ''+,*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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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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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

!

%

,+,-

%与对照组比较#

%

!

%

,+,-

'

表
(

!!

两组治疗依从率比较

组别
%

完全依从

$

%

&

基本依从

$

%

&

不依从

$

%

&

依从率

$

P

&

观察组
*, () '- ( <-+,,

%

对照组
*, '< ', ''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

%

,+,-

'

B+C

!

两组治疗前后
;\*

g

@

细胞水平比较
!

两组治疗前后

;\*

g

@

细胞水平差异显著#观察组治疗
)

个月(

5

个月时

;\*

g

@

细胞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治疗前后
;\*

g

@

细胞水平比较$个'
#

6

&

4bB

%

组别
%

治疗前
)

个月
5

个月

观察组
*, ')*+*)b)(+-*

%

()(+5?b)*+-*

%

(5%+5-b)5+<%

%

对照组
*, ')(+-*b)'+5- '5-+-*b)(+%5 '%?+-5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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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对照组比较#

%

!

%

,+,-

'

B+D

!

两组治疗前后全血病毒载量比较
!

经治疗#观察组全血

病毒载量
%

-,97

F

/"3

"

6

的患者人数比例为
?,+,,P

#显著高于

对照组$

5(+-,P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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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治疗前后全血病毒载量分布情况(

%

$

P

%)

组别
%

%

-,97

F

/"3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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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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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97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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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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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是我国乃至全世界的一种具有极大危害性的传染

病#其主要发病原因为
[QS

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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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S

在机体的主要致

病机制在于对人体免疫系统的破坏)

%

*

'它的主要攻击目标为

人体免疫系统中重要的
@

淋巴细胞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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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体逐渐丧

失免疫功能#导致感染性疾病发病风险加大#恶性肿瘤的发病

率增高#艾滋病的病死率几乎高达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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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对于老年患

者#除影响身体健康外#对其心理状态也产生极大的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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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老年患者收入低#加之年龄较大#生存欲望低#生活中害怕

连累儿女#加之抗病毒治疗的不良反应增加其痛苦#导致老年

患者治疗依从性降低#生活质量变差)

<

*

'

门诊治疗期间#由于患者众多#医护人员很难进行一对一

护理'因此#在药物治疗基础上#将护理延伸到患者工作及生

活中极为重要)

',

*

'本研究对观察组的延伸护理方案中#主要

通过门诊护理(健康教育(建立病友会(开展电话随访进行#护

理期间主要立足于健康教育(心理干预及增加治疗依从性等方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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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水平是评价艾滋病患者体液免疫的主要

指标#其计数越高代表免疫功能越良好'本研究中#观察组患

者
;\*

g

@

细胞水平较对照组具有明显的提升#提示延伸护理

通过提升患者的治疗依从性保证了抗病毒治疗的质量#有利于

患者重建部分体液免疫机制#患者身体及心理健康的逐渐改善

有助于提升患者生活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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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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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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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水平的

升高对
[QS

病毒载量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因此延伸护理患

者病毒载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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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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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数比例显著高于对照组#提示

延伸护理对抗病毒治疗控制病毒载量起到了辅助作用)

'-

*

'

综上所述#在抗病毒治疗的基础上#对老年艾滋病患者运

用延伸护理能够显著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治疗依从性及免疫

功能#对控制病毒载量起到了辅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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