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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化健康教育在神经内科护理中的应用分析

孙美霞*

北京北亚骨科医院� 北京� 102445

摘� 要：目的：研究规范化健康教育在神经内科患者临床护理中的应用价值。方法：于我院神经内科����年�

月�����年�月收治的住院治疗患者中选出���例为对象，以随机数字表法分组：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护理干预，观察

组在此基础上给予规范化健康教育，收集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结果：观察组患者的治疗配合度�����、护理满意度

�����均高于对照组的治疗配合度�����、护理满意度�����，��������；观察组患者出院前的健康知识评分高于对照

组，���������。结论：神经内科患者临床护理中施行规范化健康教育利于促进患者健康认知水平提高，提高治疗配合

度，构建和谐护患关系，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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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神经内科相关疾病其致残率和致死率均较高>��，同时具有治疗耗时长、见效慢等特点，多数患者需要长时

间反复治疗，故此类患者多合并有不同程度负面心理情绪，甚至影响患者预后。故针对神经内科患者实施有效的健康

宣教对确保治疗依从性，确保治疗效果有积极意义。规范化的健康宣教以患者具体病情为依据，制定并组织有计划的

针对性护理干预，提高患者对所患疾病的认知情况，缓解患者负面心理情绪，并做好疾病的自我管理，提高治疗信

心，进而对提高护理质量，确保临床效果有重要价值。

1��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选

取我院神经内科����年�月�����年�月���例诊治患者，年龄≥��岁，能自主交流沟通，无认知障碍，无其他严

重疾病。以随机数字表法分组：对照组��例，男��例，女��例，年龄�����岁，平均（���������）岁；其中脑膜炎��

例，脑梗死��例，脑出血��例。观察组��例，男��例，女��例，年龄�����岁，平均（���������）岁；其中脑膜炎��

例，脑梗死��例，脑出血��例。两组的一般资料对比差异不明显，��������。纳入标准：①均为研究持续期间于我院

就诊并确诊为神经内科疾病患者，均于我院神经内科病区接受院内治疗，无转院；②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

准：①严重器质性、全身性、系统性疾病；②恶性肿瘤；③精神系统疾病、意识障碍及无有效沟通。

�����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规范化健康教育，具体如下：（�）成立健康教育小组。由

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作为组长，�名护士长、�名主管护师及�名护理人员为小组成员，小组成员均接受专业培训，掌

握与患者沟通的技巧，具有高度责任心与服务意识，能够妥善处理各种突发事件。学习神经内科疾病相关知识，包括

发病机制、临床特点、诊治方法以及高危因素等，小组成员培训完经考核通过后执行健康教育任务。（�）建立和谐

医患关系。护理人员耐心倾听患者主诉。关注患者情绪变化及心理状态，对患者进行耐心解释、开导，赢得患者的信

任，鼓励患者积极配合，增强治疗信心>��。通过与家属交谈了解患者病史以及病情变化情况等，对患者全身状况予以

评估。（�）患者入院就诊时建立患者档案，热情接待患者，主动给患者及其家属介绍本院的医疗技术和医师水平，

让患者能够放心在本院接受治疗；同时在与患者及其家属沟通的过程主动关心患者体感和病情进展，以积极、主动、

热情的态度面对患者及其家属，最大限度消除患者初到医院时的陌生感。（�）对所有患者临床资料进行审查，评价

患者疾病严重程度、家庭状况、心理特征、行为习惯等，分析不同患者需要的健康教育内容以及能够接受的健康教育

形式，然后制定相应的健康教育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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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指标

评估患者对疾病知识掌握程度，问卷调查患者满意度。（�）疾病认知评估。结合科室实际情况设计疾病认知

调查表，共设计��个题目，每个题目��分，分值为�a���分，优、良、差对应分值范围分别为�≥���分、��a��分、�

����分。（�）护理满意度。满意度问卷包括��个问项，每项按照�a�分评分，总分值���分，按照满意程度的不同

划分为�≥���分、��a��分、����分三个级别，分别表示十分满意、基本满意与不满意。护理满意度� �十分满意率�

基本满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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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的治疗配合度

两组患者的治疗配合度经卡方检验，χ�� ������，�� �������������，见表�。

表1��两组治疗配合度比较情况（ ）

组别 非常配合 一般配合 不配合 配合度

观察组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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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的护理满意度

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χ�� �����，�� �������������。

表2��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比较情况（ ）

组别 非常配合 一般配合 不配合 配合度

观察组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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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健康知识评分

出院前的健康知识评分比较观察组高于对照组，���������。

表3��两组的健康知识评分

组别 例数 入院时 出院前

观察组 �� �������� ��������

对照组 �� �������� ��������

� ����� ������

� ����� �������

3��讨论

神经内科住院患者其住院时间长，且反复住院次数多，同时发病后随着病程的延长，具有较高的病死与致残率，

对患者生活质量、生命健康等均造成较大负面影响。针对神经内科住院患者的护理上需要引起重视，以往实施的常规

护理仅仅针对疾病的治疗进行干预，其对改善患者预后，提高治疗依从性，减少并发症等均无明显促进作用>��。规范

化的健康宣教则有效的结合患者个体化病情，实施有计划有组织的健康宣教，已经成功的应用于多学科的临床护理。

规范化健康教育在神经内科护理中应用，能够通过提升患者对疾病的认知程度和对科学康复的理解程度，直接影响患

者日常行为和就医依从性>��，从而取得显著护理效果。在治疗期间患者很容易因疾病的不确定感而产生负面情绪，变

得抵触治疗、抗拒治疗，甚至有些患者会放弃治疗，因此为了避免这些情况的发生，需要通过健康教育的形式提高患

者对自身疾病的认知，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并积极主动接受治疗。

结束语：本院对神经内科住院治疗患者实施规范化的健康教育，从患者入院开始结合患者的个体化情况开展健康

教育活动，将多种健康教育方式结合起来，力求从思想、心理、生理等方面提高患者对疾病的认知，护患有效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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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治疗配合度，患者在医护人员的帮助下努力建立健康生活方式，促进早日康复>��。同时本院重视对患者的心理健

康教育，重视评估患者的心理状态，一方面善用多种方式纾解患者的负性情绪，另一方面教会患者反省自身心理状

态，自己应用多种方法调节情绪，时刻保持平和乐观的心态接受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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