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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护理在神经内科护理中的应用疗效分析

殷桂花

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中医医院

评价舒适护理在神经内科护理工作中的作用及价值。方法：按入院顺序将我院神经内科收治的

120例患者随机分为常规组（实施常规护理）与研究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开展舒适护理），每组60例。对两组患

者的临床疗效和护理满意度情况进行组间对比和分析。结果：研究组的护理满意率与临床有效率分别为96.67%与95%

明显高于常规组的75%与71.67%，χ2 12.153,13.220,均P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将舒适护理模式应用于

神经内科的护理中能够显著提升护理效果，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临床具有较高的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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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对于神经内科患者而言，常见的病症有脑梗死、脑出

血等，而这些疾病不仅发病率非常高，而且致残率、致死

率也较高，特别是最近几年随着人们加快的生活节奏，来

自各方面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导致此疾病发病率呈现出明

显的攀升趋势，而且发病年龄也趋于年轻化，不但使患者

基本生活受到了消极影响，并且同时也使家庭担负着较重

的心理、经济压力。现代医学技术越来越先进，在治疗神

经系统疾病方面的临床效果也越来越明显，但是由于患有

此疾病的患者在恢复过程中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

所以后期的护理工作也是不容忽视的，为此在神经内科

中，对于治疗中融入护理还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也是神经

内科所提倡的。神经系统疾病具备了恢复时间较长、致残

率、致死率较高的特点，所以如果只是仅仅依赖于常规的

临床护理，根本无法使患者身心需求得到满足。而舒适护

理不但根据不同患者需求进行针对性的护理，而且护理过

程更加系统化、全面化、人性化，能够使患者身心保持一

种最佳的良好状态，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将临床治疗的效果

大幅度的提高了[1]。而本次主要是针对神经内科患者护理

中采用舒适护理干预措施的效果进行分析，并且将2020年

3月～2021年11月期间所收治的80例神经内科患者作为研究

的对象，具体内容如下所示。

1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按入院顺序将我院神经内科2020年3月～2021年11月

期间收治的120例患者随机分为常规组（实施常规护理）

与研究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开展舒适护理）。其中

研究组60例，男32例，女28例，平均年龄(62.5±7.8)岁;

疾病类型：脑血管疾病10例，颅脑损伤12例，脑出血14

例，脑梗死18例，癫痫6例。常规组60例，男29例，女31

例，平均年龄(60.6±8.3)岁;疾病类型：脑血管疾病9例，

颅脑损伤12例，脑出血15例，脑梗死18例，癫痫6例。比

较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资

料可比性较高。本次研究在经过本院伦理委员会审批通

过后执行。120例患者均对本研究知情同意。

方法

常规组患者实施常规护理措施，主要包括病情观察、

健康宣教、对症护理、心理疏导、并发症护理、出院指

导等。研究组患者施行舒适护理，主要护理措施包括：

（1）生理舒适护理[2]。①环境舒适护理。给患者提供舒

适温馨的住院治疗环境，保持病房的清洁干燥、明亮、温

湿度适中，每日定时进行病房清洁、消毒处理，保持床单

元整洁，同时叮嘱家属避免在病房内大声喧哗，给患者舒

适的住院环境。②睡眠舒适护理。部分神经内科患者因疾

病、环境等的影响而出现失眠等症状，为此护士给患者营

造良好的睡眠环境，夜间开柔和的地灯照明，在巡房时动

作轻柔；夜间必需的治疗操作则尽可能在患者自然觉醒时

进行，减少患者夜间被吵醒的次数；指导患者睡前用温水

泡脚，促进睡眠；必要时遵医嘱给患者使用促睡眠药物。

③疼痛舒适护理。每日定时评测患者的疼痛程度，并将非

药物镇痛和药物镇痛结合起来应用，促进患者疼痛程度缓

解。另外在护理操作过程中保持动作轻柔，如换药时动作

娴熟流利，增强患者的安全感和舒适感。④饮食舒适护

理。严格把控患者的饮食，在床旁对患者和家属进行饮食

指导，叮嘱患者饮食的营养健康，严格减少盐摄入量，保

持低脂肪、低糖饮食，避免摄入饱和脂肪酸、胆固醇，如

动物内脏、肥肉等；多饮水，多摄入膳食纤维，促进肠胃

蠕动，避免便秘。（2）心理舒适护理。①护理人员通过

聊天、日常观察等方式了解患者及家属的心理状态，并及

时给予适当的心理支持，满足患者的心理需求，如对于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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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偏瘫、吞咽功能障碍的脑卒中患者，护士善用沟通技巧

与患者沟通，指导患者宣泄情绪，调整心态[3]。②在护理

操作中，注意保护患者的隐私；尊重患者的每一个需求，

在不违反护理原则基础上尽可能满足患者的需求，并在言

语上鼓励患者。③指导患者学会分析反思情绪，并学会应

用深呼吸、肌肉放松训练、冥想训练、音乐疗法等方法舒

缓情绪。（3）社会舒适护理。①护士加强与患者家属的

沟通，让家属认识到家庭支持对于患者康复的影响，取得

患者的信任和配合，请家属多多鼓励陪伴患者，支持理解

患者，不得对患者流露出厌烦、恐惧等情绪，以免患者产

生自己是累赘等想法。②医护人员尊重患者的人格，做到

对患者的一视同仁，尽可能从患者角度思考问题，真诚对

待每一位患者，理解患者的情绪和行为，关心患者，建立

起良好的护患关系。③请志愿者、恢复良好的病友到病房

探望患者，与患者平等交流沟通，鼓励患者。

评价方法

采用本院自制满意度调查表对患者及其家属进行护

理满意度调查，满分为100分，分三个等级： ≥ 90分为

满意、70分至90分之间表示基本满意、 分表示不满

意，护理满意度 （满意例数+基本满意例数）/总例数

*100%。护理满意度越高说明患者对护理的效果越满意。

治疗效果分为显效、有效、无效三种情况，治疗有效率

为显效率与有效率之和。

通过运用SPSS15.0软件，以 ±s来表示计量的资料，

以t来对非正态资料差异性进行检验，百分比来表示计数

的资料，卡方用来检验，α 0.05表示的是检验水准，差

异具有一定统计学意义则是用P 来表示。

2 结果

研究组的护理满意率和临床有效率分别为96.67%

与95%，常规组的护理满意率和临床有效率分别为75%与

71.67%，χ2 12.153,13.220,P值均 ，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说明与采用常规护理的常规组患者相比，在常

规护理的基础上开展舒适护理的研究组患者的临床护理

有效率和对护理的满意度显著较高。详见表1、2。

表1 观察组和常规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n(%)]

分组 不满意 基本满意 满意 满意度百分率

研究组

（n 60）
2（3.33） 20（3.34） 38（63.33） 58（96.67）

常规组

（n 60）
15(25) 20(3.33) 25(41.67) 45（75）

t值 12.153

P值 <0.05

表2 观察组和常规组患者护理有效率[n(%)]

无效 有效 显效 护理有效率

3（5） 20（3.34） 37（65） 57（95）

常规组（n 60） 17(28.33) 20(33.33) 23(38.34) 43（71.67）

分组 13.220

研究组（n 60）

3 讨论

在神经内科中，脑血管方面的疾病占据的比例是非

常大的，最为常见的有脑梗死、脑出血等，而这些疾病的

发病率随着人们生活、学习、工作压力的增大也呈现出较

为明显的上升以及年轻化趋势，在临床中的表现主要是以

永久性脑部障碍为主，其致残率、致死率达到了80%，为

此在医学界引起了广泛的重视。患有脑部疾病的患者治

疗中多以肢体活动障碍、全身或者是身体局部反应不够灵

敏，严重的时候患者会丧失工作的能力，生活质量大幅度

的降低，对于患者及家属而言生理、心理都会受到严重的

影响。随着医学护理越来越先进，越来越倾向于人性化，

在治疗此疾病的时候，为了能够使患者机体、精神、生活

质量都能得到满足，关于此疾病的护理工作日益得到了重

视[4]。通过心理舒适干预疏导患者抑郁、孤独、焦虑等情

绪，加强心理建设，提高治疗信心，通过环境舒适干预，

保证护理环境良好，消除患者对医院的抵触心理，通过加

强日常护理，做好患者生理护理，预防并发症发生。通过

将常规护理与舒适护理进行比较，希望能够从中寻求到更

加适合神经内科患者护理的方案，在分析的结果中可以看

出，在对患者采用舒适护理干预以后，其治疗过程中的配

合程度有了较为明显的提升，不仅改善了其神经功能、生

活能力，而且提高了患者的舒适度以及满意度，各项指标

的比较都要明显好于实施常规护理的患者，差异具有一定

的统计学意义(P 。

结束语

综上所述，舒适护理模式应用于神经内科的护理

中，能有效改善护理质量，患者及家属满意度较高，应

用效果良好，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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