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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护理干预在神经外科术后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李� 红*

内蒙古鄂尔多斯东胜区人民医院� 内蒙古� 鄂尔多斯市� 017000

摘� 要：目的：分析全面护理干预对神经外科术后患者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我院����年�月�����年��月接受

神经外科手术治疗的���例患者，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例。研究组术后给予全面护理干预，对照组术后给予

常规护理。分析两组患者的运动能力、日常生活能力、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研究组护理满意率为�����%，高于对

照组的�����%；研究组并发症发生率为����%，低于对照组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结论：神经

外科术后患者采取全面护理干预，有利于减少并发症发生率，促进患者运动能力和日常生活能力的恢复，提高患者对

护理服务的满意程度，效果较好，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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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年�月�����年��月接受神经外科手术治疗的���例患者，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例。对照组

中女性��例，男性��例；年龄��～��岁，平均（����������）岁；病程�K～�G，平均（���������）K；脑挫伤患者��

例，重症颅脑损伤患者��例，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例，硬膜下血肿��例，高血压脑出血��例>���@。研究组中女性��

例，男性��例；年龄��～��岁，平均（����������）岁；病程�K～�G，平均（���������）K；脑挫伤患者��例，重症颅

脑损伤患者��例，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例，硬膜下血肿��例，高血压脑出血��例。两组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具有可比性。本研究获得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方法

对照组患者的护理方法为一般护理服务，密切观察患者的各项生命体征以及病情发展变化，详细的记录其身体指

标参数，并根据患者的需求提供常规护理操作，研究组患者的护理方法为护理干预，具体内容如下。

���� �心理干预：大多数神经外科手术患者均是因为遭受严重创伤而入院，其心理会受到一定影响，变得比较脆

弱，因此就应该针对患者的实际情绪变化和心理状态进行针对性的心理疏导，鼓励患者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让其合

理的进行情绪的发泄。

���� �饮食干预：病情严重的患者应该进行鼻饲，进食前应该检查胃管是否在胃内>���@，鼻饲时应该适当的抬高床

头，进食应该缓慢，以少食多餐为基本原则，并保证患者在鼻饲结束后保持半小时左右的半卧位，以促进胃内食物的

消化，同时，也应该注意患者营养的搭配，应该多进食维生素和蛋白质丰富的食物。

���� �肢体和认知锻炼：神经外科手术完成后，护理人员应尽早介入患者的肢体和认知锻炼，帮助患者更好的恢复

身体各项机能。患者临床生命体征稳定后，应进行早期的肢体锻炼，指导患者自行翻身，同时自主进行穿衣、脱衣

训练，帮助患者尽早恢复正常生命体征，同时要对患者进行肢体气压治疗，防止出现静脉回流现象>�@。临床手术后部

分患者会出现一定的认知障碍，因此，护理人员要结合患者实际情况，做好针对性的训练，帮助患者早日恢复认知能

力，克服认知障碍，护理人员应积极利用科室的仪器和设备，通过提供报纸、电视、广播、图片、听力训练等方式做

好早期和中期训练。�在患者术后生命体征稳定��小时后，可以对患者进行肢体康复训练。首先，为患者每��K更换一

次体位，患者需要每日进行肢体气压治疗。避免因长期压迫而引起静脉回流，应叮嘱并指导患者进行侧翻身训练，并

对患者的进食、穿脱衣物等日常行为进行训练，从而增强患者的机体功能，从而避免患者出现节萎缩。部分患者需要

进行语音康复训练，应采用渐进教学法的方式进行，从发音器官训练到发单音节、单字、单词的方式进行，对失语患

者应充分保持耐心，同时与家属做好沟通工作，由家属协助护理人员共同完成失语患者的训练工作，提升患者恢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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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

���� �功能锻炼：在患者病情稳定后护理人员应该协助患者进行相关的肢体功能训练，避免关节出现水肿的情况，

并进行主动和被动康复训练，同时也应该根据患者的实际病情恢复情况指导其进行穿衣、行走、自我卫生保持以及进

餐等生活训练，让其在循序渐进的功能锻炼过程中逐渐的恢复自理能力>���@。

���� �并发症干预：护理人员应该做好患者口腔的护理，在皮肤受压位置涂抹凡士林，并在受压部位垫气圈，注

意患者皮肤颜色、温度的观察。同时，也应该做好外阴部的护理，确保导管通畅。护理人员也应该及时清理口腔内

的液体，避免误吸情况的出现，严格执行无菌操作，及时吸出呼吸道内的分泌物，保证呼吸道顺畅，做好患者吸

痰工作>�@。在此基础上也应该进行气道湿化，吸痰前给予�PLQ高浓度吸氧，避免高氧血症的出现，并通过抬高患者下

肢，做踝部主动、被动运动等方式避免下肢深静脉栓塞的出现。

���� �心理干预：患者在入院后，护理人员应及时对患者病情的变化进行记录，并且安抚患者，若患者有不良情绪

的发生需要及时疏导患者的情绪，使患者在治疗以及护理的过程中减少不良情绪的发生，从而消除手术的恐惧和焦

虑，使患者以正面且积极地心态面对手术治疗，给予患者治疗的信心>�@。在患者术后应对患者的心理状况进行评估，

若有心理状况不佳的情况，应采取有针对性的心理干预措施，从而使患者内在潜力被调动。

���� �呼吸道护理：氧气持续吸入者，每日更换灭菌湿化液。麻醉未清醒时患者取平卧位，头偏向健侧，及时清除

口、鼻腔内分泌物，以免误吸。患者意识恢复后，采取半卧位，以利于呼吸功能恢复，并防止胃内容物误吸。痰液黏

稠的患者，遵医嘱给予雾化吸入�鼓励并指导患者进行有效咳嗽、自主排痰，定时帮助患者更换体位，叩背等，加速痰

液的排除。

���� �消化道护理：少食多餐，科学进行饮食搭配，保证患者每日所需的维生素和蛋白质>��@。对鼻饲患者，在鼻饲

过程中抬高床头���～���，防止胃内容物反流误吸。根据胃容量确定鼻饲量，根据患者的耐受情况，调节鼻饲注入速

度、次数，以及营养液的浓度。

����评价标准

（�）护理满意率：采取不记名方式进行问卷调查，评价内容包括护理人员服务态度、护理水平等。分数�≥���分

为非常满意，��～��分为一般满意，�����分为不满意。（�）并发症：主要包括低氧血症、误吸、肺部感染等。

����统计学处理

采用6366����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 表示，采用�检验，计数资料以�（%）表示，采用χ�检验，����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 �两组护理满意率比较研究组患者护理满意率为�����%，高于对照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见表�。

表1��研究组与对照组护理满意率比较[�（%）]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护理满意率

研究组 �� ��（�����） ��（�����） �（����） ��（�����）

对照组 �� ��（�����） ��（�����） �（�����） ��（�����）

χ�值 �����

�值 �����

����两组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研究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为����%，低于对照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表2��研究组与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组别 例数 误吸 低氧血症 肺部感染 总发生率

研究组 �� �（����） �（����） �（����） �（����）

对照组 �� �（����） �（����） �（����） �（����）

χ�值 �����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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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讨论

全面护理干预是一种临床应用较为广泛的护理方案，其充分的体现了“以人为本、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理念，

从患者的实际病情和基本情况出发为患者提供了更加人性化、针对性的护理服务，更好的满足了患者的护理需求。

结束语

综上所述，为神经外科术后患者采取全面护理干预，有利于减少并发症的发生，促进患者运动能力和日常生活能

力的恢复，提高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程度，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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