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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将综合护理干预措施应用在脑血栓患者中的效果
韦琳

（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二区，广西  南宁）

摘要：目的  本文将综合护理措施应用在脑血栓患者的护理中，研究分析所达到的护理效果。方法  将本院在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5 月神经内科收治的脑血栓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共计收治患者 118 例，随机将患者分为两组：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患者纳入例数为
59 例。给予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护理，给予观察组患者实施综合护理措施。结果  比较两组患者的平均溶栓延误时间、平均住院时间，
观察组均短于对照组，统计比较两组患者的结果，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0.05）。护理后比较两组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情况，
均比护理前有所降低、Barthel 指数评分均比护理前有所提高，护理前后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比较两组患者的神经功能
缺损评分情况，观察组均低于对照组，观察组患者的 Barthel 指数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两组结果对比，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0.05）。
比较两组患者的疾病复发率情况，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观察组患者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两组结果比较，差异显著（P<0.05）。

结论  将综合护理措施应用于脑血栓患者护理过程中，整体效果是理想的，因此这种护理模式值得在以后的临床护理中推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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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脑血栓是在神经内科常见的一种脑血管疾病，此病目前在

临床上较高发，给患者带来严重的不利影响，使患者的生活质
量降低 [1，2]。有相关的研究结果显示 [3，4]，将综合性的护理措施
应用于脑血栓患者的护理过程中能够起到十分明显的有利作
用，从而提高治疗效果。 本文对此进行探究，具体过程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本院在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5 月神经内科收治的脑
血栓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共计收治患者 118 例，随机将患者
分为两组：对照组（59 例）与观察组（59 例）。在对照组患者
中，男性患者有 30 例，其余为女性患者；患者的年龄为 49-76
岁，患者的中位年龄为（60.0±11.5）岁；患者病程为 2-11d。
在观察组患者中，男性患者有 25 例，其余为女性患者；患者
的年龄为 50-77 岁，患者的中位年龄为（60.2±12.0）岁；患
者的病程为 2-10d。将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进行对比，无显
著的统计学差异，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
观察组：实施综合护理措施，主要内容为：

1.2.1   严密观察患者的病情
脑血栓患者通常病情变数较大，因此护士要严密观察患

者的脉搏、瞳孔、意识等情况，一旦发现患者出现了异常情况
就要及时通知医生来处理，以确保患者的安全。
1.2.2   心理护理

脑血栓患者通常会存在较多的心理问题，例如：抑郁、焦
虑、担忧等，而不良的心理情况的存在是不利于患者疾病的
恢复的，因此护士要主动与患者取得沟通，了解患者出现心
理问题的原因，给患者实施有针对性的心理护理措施，缓解
患者的负性情绪，不断提升其配合积极性 [5]。

1.2.3   用药护理
脑血栓患者要应用抗凝药物治疗，在用药的过程要严密

观察患者的情况，明确患者的临床特点，掌握患者的具体的
疾病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1.2.4   并发症护理

护士教给患者正确有效的排痰方法，可采取震动排痰的
方式。为了预防便秘，要经常为患者按摩腹部。定时帮助患
者翻身，注意保护受压的皮肤，预防压疮发生。
1.2.5   语言及肢体功能锻炼

脑血栓患者生命体征恢复平稳状态后，就可以开始安排
患者实施功能康复性训练了 [6]，护士要先鼓励患者，让患者对
恢复有信心，教给患者正确的训练要领，护理人员注意协助家
属督促患者进行康复性训练。应用超声治疗仪协助患者恢复。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7.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数据
用均数 ± 标准差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用率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比较两组患者平均溶栓延误时间、平均住院时间情况

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平均溶栓延误时间、平均住院时间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平均溶栓延误时间（h） 平均住院时间（d）

对照组 59 5.0±2.0 17.5±2.5

观察组 59 3.5±1.2 11.0±2.0

t - 16.00 28.00

P - <0.05 <0.05

2.2   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神经功能缺损评分、Barthel
指数评分

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神经功能缺损评分、Barthel 指数评分比较

组别 例数
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分） Barthel 指数评分（分）

护理前 护理后 t P 护理前 护理后 t P

对照组 59 37.0±4.0 31.2±3.3 16.00 <0.05 66.0±11.1 76.0±12.0 8.00 <0.05

观察组 59 38.0±4.4 27.3±3.3 28.00 <0.05 67.6±11.5 86.0±13.0 13.00 <0.05

t - 0.30 16.00 0.50 7.00

P - >0.05 <0.05 >0.05 <0.05

·临床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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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患者护理效率对比分析

组别 例数 显效（n） 有效（n） 无效（n） 护理效率（%）

观察组 40 20 13 7 82.5

对照组 40 14 6 20 50.0

χ2 - - - - 9.4479

P - - - - 0.0021

3    讨论
急性肠胃炎疾病在临床为消化系统疾病的一部分，该病特

点为急骤、病情发展快。其主要是胃肠道黏膜存有炎性，在给
予治疗中，需要对其感染进行控制，避免水电解质紊乱。但是，
在治疗患者的过程中，由于患者的身体较为虚弱，所以，提出及
时性的护理措施，能促使患者疾病的更快恢复 [7]。

在本文中，护理人员通过对患者心理特征的分析，为其
提出有效护理。在具体情况下，给予饮食护理工作和用药护
理工作，能最大程度地改善患者的临床效果，也能增强患者
的满意程度 [8]。

综上所述，将综合护理措施应用到急性肠胃炎疾病治疗
中，对患者疾病治疗具有重要作用，在缩短实际住院时间前
提下，确保人员护理满意度的提升，也能维护好医患之间的

关系，适合临床上的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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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比较两组患者复发率和满意度情况
见表 3。

表 3  两组患者复发率和满意度情况比较 [n(%)]

组别 例数 复发 满意度

对照组 59 10(16.95) 40(67.80)

观察组 59 1(1.69) 59(100.00)

χ2 5.00 23.00

P <0.05 <0.05

3   小结
脑血栓在临床上具有较高的发病率，导致疾病发生的因素

是很多的，同时也是很复杂的。在对患者进行有效的治疗的基
础上给患者实施有效的护理十分重要。本研究将综合护理措
施应用其中，综合护理模式具有综合性、有效性、科学性的特点
[7]，给患者制定的护理方案具有针对性与全面性，使患者得到很
好的身心体验，整体护理效果佳，值得在临床推荐使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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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方案 [6-8]，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 VAP 发生率较对照组显
著降低，机械通气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P<0.05），故综合护
理干预作用于 ICU 重症患者，有利于减少 VAP，缩短通气时
间，降低医疗费用，更好地保障患者安全，提高患者护理满意
率，减少医疗纠纷发生，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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