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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走好人生最后一段美好时光。与此同时，做好家属得居丧护理非常

重要。近 80%—90% 的居丧可产生悲伤反应，医护人员是直接接触居

丧者的“第一人”，61.6% 的人认为医护人员有责任向家属提供哀伤

照护［5·6］。

综上所述，对晚期癌症患者实施临终护理，让患者与家属一同参

与，如居家般生活，在缓解疼痛的同时享受到爱与陪伴。不仅满足患

者的身心需求，对患者家属也是一种极大的安慰。用人文关怀照亮患

者人生的最后时光，提高了护患满意度，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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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手圈标识在胃肠镜检查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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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由于探讨颜色手圈标识在胃肠镜检查中的应用。方法　患者持单在预约前台时，由导诊护士根据患者检查的项目佩戴不同颜

色的手圈。结果　检查前为患者佩戴不同颜色的手圈标识，给内镜护理核对增加了一道程序，同时方便医护人员快速识别患者的检查类别以及

是否完成检查，更好为病人指引，健康宣教。结论　颜色手圈标识，在胃肠镜检查中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减轻护理差错，缩短了患者的等候时间，

提高了患者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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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消化技术不断发展，消化内镜诊疗工作量日益增加，随之给

内镜室的护理工作带来了困扰，在患者方面存在数量多、流动性大、

文化水平不一，在护理工作方面存在工作量、检查项目多、核对病人

信息困难、健康宣教困难，因此在临床中常有出现因护士核对差错造

成患者检查项目出错或遗漏等现象。针对这些情况，我科在 2016 年 1

月起采取在预约登记时就马上为患者佩戴颜色手圈标识的方法，经临

床试用 24 个月，效果好，缩短了患者的等候时间，提高了护理工作

效率及患者的满意度。

1 颜色手圈的使用方法

患者持单在预约前台时，由导诊台护士根据患者检查的项目佩

戴不同颜色的手圈，如：粉色手圈代表电子胃镜，蓝色手圈代表电

子肠镜，黑色手圈代表无痛，红色手圈代表超细胃镜，绿色手圈代

表超声检查，紫色手圈代表小肠镜，均统一佩戴在患者左手腕部，

如冬天着长袖者应佩戴袖口外层，手部受伤者佩戴于健侧；分诊护

士根据患者的手持的申请单及左手腕部佩戴的不同颜色手圈，指引

患者进入相应的诊室进行检查，检查室配合护士根据患者的申请单

及左手腕部佩戴的不同颜色手圈再次进行核对后并给予完成检查，

检查结束后取下患者的手圈。

2 优点

检查前为患者佩戴不同颜色的手圈标识，给内镜护理核对制度上

了增加了一道核对程序，同时也让检查项目的信息在患者的身上体现

了，从而使医护双方可共同把关核对，更好的为病人指引，安排候诊区，

能更准确地针对检查信息做好患者的健康宣教工作，同是也可根据患

者手圈的佩戴数量，辨别患者是否完成了所有的检查项目，从而防止

由于核对问题出现的各种护理差错，减少医疗纠纷；缩短了患者的等

候时间，提高了医护的工作效率及患者的满意度。颜色手圈类似女同

志用于捆绑头发的工具，市场上常见，容易购买，且价格低廉，值得

临床上推广。

3 结果

佩戴颜色手圈标识，在胃肠镜检察中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减轻

护理差错，缩短了患者的等待时间，提高患者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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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忧虑。同时让患者了解自身的病情及透析治疗，缓解患者焦虑和不

安的情绪。饮食方面应注意营养全面，血液透析患者大多是肾脏疾病

终末期，糖尿病肾病患者需要注意定时定量进食。对接受透析病人介

绍透析的治疗方案、注意事项，避免过度紧张，消除患者疑虑。血液

透析是治疗尿毒症的重要手段，很大程度上可以缓解患者的症状并延

长患者的生存期。另一方面，血液透析是一个冗长的过程，不仅花费

许多金钱，机体会受到药物的影响同时身体状况发生变化，自身心理

压力大，容易产生焦虑、抑郁的情绪等影响患者的正常生活状态以及

生活质量。护理干预可以有效缓解患者焦虑情绪，提高生活质量。

随着现代医学护理模式的改变，血液透析患者的治疗目的已不再

单纯局限于症状的缓解和生命的支持，还应注重患者的心理健康及社

会活动等方面的提升与改善，生活质量已成为评价临床疗效的重要依

据，通过对患者生活质量相关因素进行研究，合理调整护理工作内容，

对患者预后、身体恢复具有较大的帮助。本研究发现，经过专业护理

干预后，患者生活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这给患者今后回归社会带来

了极大的帮助。

综上所述专业的护理干预可以帮助患者摆脱不良心理状态，提高

患者生活质量，有助于患者身体的恢复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参考文献

[1] 陈雪玲 . 护理干预对尿毒症透析患者心理的影响 [J]. 护士进

修杂志，2012，27（9）:837-839.

[2] 金励前，胡媛媛，丁晓凯 . 血液透析对终末肾病患者生存质

量的影响 [J]. 中国医师进修杂志，2014，37（1）:56-58

[3] 曹艳 . 综合护理干预对尿毒症透析患者心理状态及生活质量

的影响 [J]. 齐鲁护理杂志，2017，23（5）:44-45.

[4] 王娟 . 心理护理干预对维持血液透析患者的临床影响观察 [J].

当代护士（下旬刊），2016，6:131-1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