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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架構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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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標題符合PICO或PIO

以PICO模式呈現題目

範例

蜂蜜可否改善化療後引起的口腔黏膜炎

早產兒哺餵母乳是否可降低支氣管肺發育不全的發生

標題與內文相符

基本架構設定



臨床問題(情境)描述

含目前已知之背景知識與所遭遇問題之描述-現在怎麼做

問題焦點明確，具臨床意義及重要性-對病人而言

範例 -- 題目：蜂蜜可否改善化療後引起的口腔黏膜炎

基本架構設定

化學治療是癌症病人常見處置，許多癌症病人施打化學藥物後，因化療
藥物的毒性破壞體內的黏膜組織，引起黏膜炎。症狀通常包括口腔黏膜
炎(oral mucositis)或是腹瀉(diarrhea)的情況發生，嚴重口腔黏膜炎
或是腹瀉都會影響病人營養攝取，甚至中斷治療。聽說蜂蜜，有改善口
腔黏膜炎(oral mucositis)，但是卻不知道如何使用才有效，希望透過
文獻了解其成效與用法，以提升臨床照護措施之適當性與照護品質



範例

題目：運動對改善化療引發的週邊神經病變之成效

臨床問題(情境)描述

化學治療是癌症病人常見處置，但許多化療藥物如紫杉醇，會引
起周邊神經病變（chemotherapy-induced peripheral neuropathy, 
CIPN），導致病人手腳有刺或麻木感、感覺遲鈍或異常、步態不穩，
即使化療結束，症狀仍持續多年，甚至不會復原，影響病人日常生活
甚鉅。研究表示可透過運動減少炎症發生與增加神經傳導進而改善
CIPN症狀，但哪些運動是病人自己可做的？透過文獻了解運動對化療
引發CIPN改善的成效，以提升臨床照護措施之適當性與照護品質。



資料查詢策略

使用適當的關鍵字查詢資料

不要只有一個關鍵字，除非是專有名詞

資料庫搜尋結果描述清楚

資料搜尋的策略客觀、正確

文章選取觀點策略適切

包含該主題最新的中英文文獻

基本架構設定



範例

關鍵字：P為化學治療、Chemotherapy；I為運動、exercise 、physical training；O為周邊
神經病變、Peripheral Neuropathy、chemotherapy-induced peripheral neuropathy(CIPN)

納入條件為:

(1)統合分析(Meta-Analysis)、系統性文獻回顧(systematic review)及隨機臨床試驗(RCT)的中、
英文文獻；

(2)研究對象為使用化學治療之成人（大於等於18歲)；

(3)實驗組的介措施必須有包含運動訓練；

(4)測量結果須包含介入前後CIPN症狀的改善

評讀工具：以Modified Jadad Scale篩選文章研究品質，此量表共8題，滿分為8分，本文限
定4分以上文章才納入分析

文獻篩選：運用布林邏輯字元，從The Cochrane Library、PubMed、MEDLINE、
CINAHL、CEPS資料庫搜尋；搜尋年限設定從2014-2019年5月前所有發表的文章

資料搜尋的策略

文章選取觀點策略適切

資料搜尋的策略





文獻精要內容整理

正確書寫文獻證據等級

文獻內容與主題相關

逐篇陳述重點並正確反應原著內容

有條理的統整所有文獻的重點

基本架構設定

善用評讀工具



臨床應用與心得

• 依實證文獻提出具體可行的解決方法

• 依據實務應用對文獻提出評價或具體建議

• 比較透過實證護理的照護方式與傳統照護方式的不同之處

基本架構設定

綜合3篇文獻的研究結果：支持蜂蜜可以改善或減少化療
引起的口腔黏膜炎症狀發生，方式以是漱口或是塗抹，
都能改善。但除了Singh et al.(2017)純粹針對化療病人另
二篇文獻都是放/化療病人為主，雖然都是黏膜炎但致病
機轉不太一樣，所以針對化療造成的黏膜炎，可使用蜂
蜜改善的證據，需更多相關隨機研究來支持其效果



參考資料

文內引用文獻寫法均依台灣護理學會護理雜誌最近期的方式書寫

文後參考資料中文文獻寫法均依台灣護理學會護理雜誌最近期的方式

書寫，但不需加英譯

文後參考資料英文文獻寫法均依台灣護理學會護理雜誌最近期的方式

書寫

文後參考資料與文內引用資料一致

現使用APA7



格式設定
①

２



書面格式設定

在邊界設好上下左右邊界

在文件格現設30*20行字



如何製作圖、表

運用PPT做圖

截圖

運用Excel製表



運用PPT做圖
Allocation

(n=86)

Intervention group

(n=43)

Received thyme honey 
rines

7 Weeks oral assessments

(n=72)

Control group

(n=43)

Received nomal saline 
rinesANALYSIS

Intervention group
(n=36)

OM G1=30

OM G2=5

OM G3-4=1

26 Weeks FOLLOW UP

(n=64)

Control group
(n=36)

OM G1=4

OM G2=16

OM G3-4=16ANALYSIS

Intervention group
(n=32)

OM G1=0

OM G2=0

OM G3-4=0

Control group
(n=32)

OM G1=8

OM G2=3

OM G3-4=1

如何製作圖、表





運用Excel製表



Table 2. Baseline and Posttest Measures for End Point Variables by Group.

19



實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