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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化优质护理在脑梗死患者中的应用

潘� 云*

山东省军区潍坊第一离职干部休养所� 山东� 潍坊� 261021

摘� 要：目的：探讨细节化优质护理在急性脑梗死（��,）患者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选择����年�月～����

年�月院区收治的��例��,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每组各��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观察

组实施细节化优质护理，均随访�个月。比较两组的神经功能及生活质量；比较两组的语言能力测定结果；比较干预

后两组仍存在不良生活习惯比例；统计两组的治疗依从性。结果：干预后随访�个月，观察组的神经功能欧洲脑卒中

评分高于对照组，生活质量改良�D�W�HO指数评分高于对照组（��������）；观察组的语言能力评分高于对照组（������

����）；观察组存在吸烟、饮酒、饮食油腻辛辣、熬夜总比例低于对照组（��������）；观察组的总依从性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对��,患者实施细节化优质护理，能有效促进患者神经功能及生活质量改

善，使发病后语言功能恢复，改变不良生活习惯，提高治疗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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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脑梗死又称缺血性卒中，是指由于血液循环障碍、缺血缺氧等原因引起的局部脑组织软化、坏死。脑梗死

是由异常物体沿着血液循环进入大脑动脉或供应大脑的颈部动脉引起的血流阻塞引起的>��。临床实践表明，患者发病

后几小时或�～��即可达到高峰，神经功能严重受损。急性脑梗死患者常会出现异常的心理状态，四肢瘫痪、生活自

理能力差的患者，常伴有烦躁、悲观等症状，若伴有语言障碍，更加难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要求。本研究将我院����

年�月～����年�月收治的��例急性脑梗死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分析细节化优质护理的应用效果，现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选取����年�月～����年�月我院神经内科收治的脑梗死患者��例，所有患者均经头颅�7或05,检查确诊，本次

研究经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均自愿参加本研究。排除患有传染性疾病、精神疾病、意识不清、脑部手术史及无法配

合者。根据入院时单双号编号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各��例。观察组��例，男性��例，女性��例，年龄��a��岁，平均

（����������）岁；对照组��例，男性��例，女性��例，年龄��a��岁，平均（����������）岁。对比两组患者一般资

料差异不大（��������），有可比性。纳入标准：经�7等方式确诊为脑梗死患者。排除标准：肝肾功能不全患者；恶

性肿瘤患者。本次研究经过我院伦理委员会慎重研究，最终对本次研究表示同意。同时所有患者及家属对本次研究过

程、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意义进行充分了解，并在经过深思熟虑后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参与本次研究。

�����方法

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主要包括对患者的病情进行实时监测，激励患者进行功能锻炼，指导患者卧床休息，讲解

疾病相关知识。研究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开展细节化优质护理，包括：（�）基础护理。控制病房内温湿度适宜，定时

开窗通风换气，保持室内空气清新，控制室内光照，摆放绿植，为患者营造舒适的病房环境。指导患者起床、洗漱、

入厕、行走等日常活动，口腔护理�次��，使用气垫床垫，定时协助患者翻身，预防压疮。（�）心理护理。关注患者

的情绪变化，及时开导并鼓励患者，倾听患者的诉求，稳定患者的情绪，同时讲解脑梗死相关知识及预后转归，列举

成功案例，坚定患者治疗信心。护理中面对患者应态度和蔼，语言亲切温和，取得患者的信任。（�）生活护理。指

导患者低脂、低盐、低胆固醇饮食，以植物油代替动物油，多食用维生素含量高的蔬菜水果，保持营养均衡，定时定

量，忌烟酒。定时帮助患者按摩患肢，督促患者每日坚持适量运动，改善微循环，促进病情康复。（�）康复训练。

患者处于急性期时应嘱其卧床，病情稳定后根据患者病情制订个体化的康复计划，指导患者早期进行床上活动，�a���

*通讯作者：潘云，����，山东寿光，本科，主管护师，潍坊医学院，研究方向：全科医学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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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对于恢复较好的患者可指导其完成屈伸手指、扶床站立、洗漱、进食、行走等自主运动，鼓励患者由简到繁、循

序渐进地进行日常生活动作训练及负重行走。（�）并发症护理：脑梗死患者通常都会伴有较为严重的并发症现象，

为了减少患者并发症的发生几率，护理人员需要加强对患者的护理，采用积极的措施避免并发症的发生。包括对患者

膀胱进行冲洗，确保尿管周围皮肤干燥，同时指导患者进行有效咳嗽与排痰，并加强对患者口腔护理>��。（�）出院指

导：患者完成治疗出院后，护理人员需要对患者进行出院相关健康知识的宣教，并对患者进行定期回访，从而提高患

者居家护理的效果，同时与患者约定回院复查的时间，并加强对患者康复训练，从而加强对患者的恢复效果。

�����观察指标

记录两组患者护理前后不良心理状态积分、神经功能缺损程度水平、生活活动能力评分、后遗症发生率。

�����统计学方法

采用6366�����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分析，计数资料采用（�）表示，采用χ�检验，计量资料采用（ ）表示，

采用�检验，��������则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不良心理状态评分比较

护理前两组患者的不良心理状态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护理后，两组患者的不良心理状态评分均

较护理前有所降低，且优质组患者改善程度优于常规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表1��两组患者护理前后不良心理状态评分比较（ ）

组别
焦虑评分 抑郁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 ����������D ����������� ����������D

研究组 ���������� ����������D ���������� ����������D

� ����� ����� ����� �����

�����两组护理满意率评分比较

研究组护理满意率、依从性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表2��研究组与对照组患者护理满意率

组别
焦虑评分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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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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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率

3��讨论

急性脑梗死是临床中常见的突发性疾病，不同患者的症状表现差异较大，在通常情况下，脑梗死的症状表现较为

轻微，极易导致患者忽略。该病具有发病急的特点，常于患者在休息或睡眠时发病，发病时患者会出现头痛、晕眩、

耳鸣以及半身不遂等情况发生，同时还会出现吞咽困难、说话不清，恶心等>��。该病在临床中被认为是由于患者脑部

供血发生障碍，从而导致患者脑部出现缺氧、缺血所导致局限性脑组织疾病，对患者的生活以及生命造成严重的影响

与威胁。脑梗死患者康复过程较长，住院患者常因处于陌生的环境，对疾病预后转归充满了未知性而伴有焦虑、抑郁

等负性情绪，从而缺乏治疗疾病的信心。

细节化优质护理为近年临床护理一种较理想的护理干预模式>��，其有效兼顾护理质量提升与护理细节化管理，包

括日常护理、心理干预、健康教育多方面内容，在确保护理创新与护理技能提高，有效强化个体化护理理念。应用于

��,患者，有效弥补了常规护理不注重细节，及缺乏流程化管理不足，更好在护理中将人文关怀理念融入临床护理工

作，重点关注患者心理与情绪变化，加强患者及家属健康宣教，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促进护患关系融洽，而达到提

高临床治疗效果的目的。本次研究中针对脑梗死患者行细化优质护理，显著提高了对患者的护理效果，减少了患者神

经功能损伤，显著改善了患者各项机体指标，从而显著提高了对患者的治疗效果。综上所述，细化优质护理在对脑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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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患者的临床护理中具有积极的作用，值得广泛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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