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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化健康教育在神经内科护理中的应用探讨

申媛媛*

临漳县中医院��河北�邯郸��056600

摘�要：目的：探究规范化健康教育在神经内科护理中的应用。方法：选取����年�月至����年�月于我院神经内

科住院治疗的患者��例作为对象，根据护理方式不同将其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各��例。结果：两组护理满意度

比较，观察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两组护理依从率比较，

观察组护理依从率高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两组健康知识掌握优良率比

较，观察组优良率高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结论：对神经内科护理中，采

用规范化健康教育干预，可提升康复效果，提升患者自我效能、自我管理行为能力，同时可提升患者生活自理能力，

效果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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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神经内科的患者具有疾病类型多，病程长，且常伴有其他慢性疾病以及情绪不稳定的特点，因此在对患者护理

时有较高的风险发生率>��。伴随我国老龄化的日趋严重，老年患者也在随之增加，同时神经内科科室护理人员配置不

足，容易导致护理不及时、不全面，患者难以得到及时护理，进而引起各种医患纠纷>��。研究旨在探讨规范化健康教

育在神经内科护理中的应用，现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选取����年�月至����年�月于我院神经内科住院治疗的患者��例作为对象，根据护理方式不同将其分为对照组

与观察组，每组各��例。对照组：男��例、女��例，年龄��a��岁、平均（��������）岁，癫痫��例、脑梗塞后遗症�

例、脑外伤恢复期��例；观察组：男��例、女��例，年龄��a��岁、平均（��������）岁，癫痫��例、脑梗塞后遗症�

例、脑外伤恢复期��例。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方法

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观察组采取规范化健康教育，具体内容如下：（�）组建健康教育小组：创建专业的护理

小组，成员由护理部主任、医生、护士长、经验丰富的护士构成。护理部主任负责对科室人员进行管理和统筹，并协

调与其他科室的关系，医生主要负责对患者进行正确指导和治疗，并解决相关问题，护士主要由护士长进行合理分

配，对患者的具体病情进行评估，为其制定相应的健康教育计划以及出院后的随访等一系列干预工作，同时可通过

44群、微信群等方式进行沟通和交流>��。（�）制定健康教育路径：D入院教育：入院后护理人员应积极、有效与患者

沟通，根据患者的不同病情和疾病特点，对其实施系统的健康教育宣传。与患者沟通后，护理人员要评估患者自身的

情况，包括文化水平、学习能力等，对于文化程度较高、学习能力较强的患者，护士可以通过课程或讲座等方式对患

者进行疾病讲解>��。此外，对于文化程度不高、学习能力不强的患者，护士还可采用动画、图片、录像等形式，对患

者进行生动、直观的疾病讲解。患者在住院后对医院环境不熟悉，护士要提供热情、主动的服务，如问候、生命体征

监测、环境介绍、填写护理需求卡等，同时告知患者如何使用呼叫器；建议生活自理能力差的患者应尽量卧床休息，

下床活动时注意安全，使患者感受到关怀与尊重，创建良好的护患关系，使患者积极配合治疗和护理工作。E急性期

教育：评估处于急性期患者的病情，对其全身情况进行评估，如生命指标、意识状态等；功能评估包括对患者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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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语言功能、神经系统、心理状态、运动及平衡情况进行评定。青年脑卒中患者病情处于急性期时，疾病可能随

时会恶化或发展，因此护理人员需要严密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并将相关急救措施及注意事项向患者一一进行讲解；

另一方面，需要告知患者饮食和病情的发展关系，注意保证营养充足及均衡，严格遵循少食多餐的原则，避免暴饮暴

食。如果患者存在抑郁症，应为其进行有效的心理疏导和干预，并加强与患者的交流次数，积极调整负面情绪。并给

予患者早期康复锻炼，正确指导患者进行被动运动，促进患者功能恢复>��。F康复期指导。�）肢体康复护理。患者病

情稳定后，即可进行功能性康复锻炼，根据患者情况制定康复训练计划，逐步增加强度，如指导并辅助患者取平卧体

位，维持脑组织血液供给充分；长时间卧床者，定时按摩、翻身；上肢功能训练时避免患肢关节脱位变形；仰卧时以

软垫支撑头、肩部，髋部内旋位，肩部外展位，经常变换体位，以侧卧、仰卧交替为宜。患者被动活动时要保持患肢

功能位以刺激患肢感觉，坐位训练时初始角度为��a���，平衡训练时辅助患者练习下肢运动，指导患者进行技巧性的

功能训练。�）失语功能锻炼。失语患者有进食困难、发音不清晰等表现，康复锻炼时先冷刺激咽部后行屏气－发声

训练、吞流质训练，通过绕口令、分阶段发音训练等规律性语言治疗刺激患者的听觉、视觉，改善患者的表达能力。

�）维持阶段：出院后�a�个月，纠正其不适宜生活方式，对患者自我护理能力及行为改变情况予以积极肯定，以增

强正反馈，巩固患者已形成的自我护理行为模式>��。G�复查健康教育：对于定期复查时发现实验室指标检测结果异常

的患者，为其制定个体化的科学食谱，嘱咐患者要合理饮食、适量运动，并嘱咐患者在其后的随诊中定期复查异常指

标，以便主治医生酌情调整治疗措施。指导其进行穴位按摩护理（��a��PLQ�G，�次�G）。穴位选择：太冲、风府、内

关、足三里、太溪、曲池等。

�����观察指标

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两组护理依从率比较，两组健康知识掌握优良率比较。

�����统计学方法

采用6366����对研究对象采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计量数据采用（ ）表示；计数资料采用%表示，使用χ�

对数据进行校验；��������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结果

�����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满意��例、基本满意��例，满意度为���%；对照组：满意��例、基本满意��例、不满意�例，满意度为

����%。观察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

�����两组护理依从率比较

观察组：完全依从��例、部分依从��例，依从率为���%；对照组：完全依从��例、部分依从�例、不依从��例，

依从率为��%。观察组护理依从率高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

�����两组健康知识掌握优良率比较

观察组：优��例、良��例、差�例，优良率为����%；对照组：优��例、良��例、差��例，优良率为��%。观察组

优良率高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

3��讨论

目前医患关系越来越紧张，神经内科又是一个相对较为复杂的科室，患者疾病包含较多类型，如癫痫、偏头痛、

脑梗死以及神经系统疾病等，这些疾病本身有不同病症表现，且常会伴有神经功能障碍、心理障碍，因此神经内科患

者是发生护理风险的高危人群。神经内科护理中存在的较多不稳定风险因素是造成护理不良事件出现的主要原因，其

中不良事件主要以意外跌伤、坠床、走失、误吸以及皮肤损伤等为主。一般出现这类不良事件的患者往往有不同程度

的神经功能损伤，其肢体活动能力及自我护理能力较差，往往需要家属的陪护，但现实中家属护理技能较弱，护理意

识薄弱，易发生多种风险事件>��。此外护理风险因素还包括医院的环境因素，如医院内的医疗设备老旧，病房中存在

的一些安全隐患。护理人员的自身工作经验不足也是造成护理潜在危险发生的重要因素。通过规范化健康教育可提升

患者治疗依从性，更好地接受治疗，患者及家属对疾病知识、防治知识的掌握更加全面、深入，健康教育是临床护理

的关键部分。本研究通过�种形式结合患者个体特点对患者及家属进行健康教育，分别从随机性、示范性、问答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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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入手，通过针对性指导患者的个性问题，使患者的护理效果得到更强的针对性；康复护理人员专业性的示范指导并

制成视频，帮助患者从初期阶段建立正确的康复方法，康复护理方法、技巧等均能全面、熟练掌握；问答式健康教育

摆脱了单向说教形式，互动交流、患者的理解得到强化，一问一答的形式，能够更好地引出问题、解决问题，加深患

者及家属对疾病的认知>��。

4��结束语

总之，对神经内科患者实行规范化健康教育方案可提高患者疾病知识了解程度，安全性好，且可改善患者的不良

情绪及生活质量、提高护理满意度，患者的预后效果更为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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