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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血管疾病属于临床常见疾病类型，具有高发生率

及高致残率等特点，其发生原因与脑组织供血系统出现

异常有关，近年来在社会经济推动下，居民们生活水平

得到提高，促使其膳食结构发生了较大改变，在一定程

度上增加了此疾病发生率，严重威胁到患者生活质量及

生命健康 [1-2]。目前，针对此疾病治疗，临床将介入治疗

作为主要手段，通过对出血部位进行止血，尽快消除血

肿，利于血管扩张，可有效脑部供血及供氧情况，并且

此治疗方式创口比较小，不易增加术后并发症发生风险，

利于促进患者术后尽快康复，整体疗效较为确切，并积

极辅以高质量护理措施，可起到提升护理质量及临床疗

效作用 [3-4]。本试验以分析介入护理在脑血管病患者介入

治疗中的干预效果为目的，结果分析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资料

对象为 2020.01 至 2022.06 就医的脑血管疾病患者，

病例数共计 100 例，数字奇偶法为 2 组分组方式，对照

组：年龄分布及均龄 47 岁至 80 岁（63.78±8.24 岁），男

患者 28 例，女患者 22 例；疾病种类：24 例为脑出血、13

例为脑梗死、10 例为蛛网膜下腔出血，3 例为其它；观

察组：年龄最高 82 岁，年龄最低 45 岁，均龄 64.12±8.37

岁，男女患者数量各 25 例；疾病种类：脑出血、脑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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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蛛网膜下腔出血及其它各 20 例、15 例、11 例、4 例。

对组间对象相关资料实施分析后显示，P ＞ 0.05，表明

此次试验可进行对比，且符合临床医学伦理学相关要求。

试验者纳选要求为：（1）经相关检查后证实为脑血管疾

病；（2）入院时存在程度不同肢体偏瘫、眩晕及言语障

碍等症状；（3）符合介入治疗指征；（4）监护人知晓试

验内容愿意参与。排除：（1）伴有智力障碍或精神障

碍；（2）伴有重要脏器功能异常；（3）伴有传染性疾病；

（4）中途因其它愿意退出。

1.2 方法

对照组通过常规护理，在术前详细了解并掌握患者

病情，向其提供常规疾病知识宣教，并指导患者完善各

项检查，做好术前相应准备工作，常规经静脉置入留置

针；术中协助患者合理调整体位，做好生命体征监测工

作；术后观察患者生命体征变化情况，重点查看动脉穿

刺点以及足背动脉搏动情况，并指导患者在床上排尿；

常规予以饮食干预，指导患者多进食一些富含大量热量

及蛋白质的食物，每日多饮水，少食多餐，确保排便通

畅等；观察组则在上述护理服务内容上联用介入护理，

措施为：（1）心理方面，因此疾病存在一定特殊性，大

部分患者恢复速度比较慢，且存在后遗症风险较高，不

仅对其正常生活造成影响，同时还增加家庭负担，故而

患者心理上易表现出抑郁、沮丧等情况，需结合患者个

体情况予以心理方面疏导，促使其能够积极配合临床治

疗，建立治疗信心；主动和患者交流，在沟通过程中语

速应缓慢、语气应平和、态度应诚恳，充分给予患者尊

重，增加其对于护理人员信任感；同时还需积极与家属

进行交流，指导其向患者提供家庭支持，进一步增强其

治疗信心；（2）饮食方面，对于脑血管疾病患者而言，

需以清淡、低盐低脂食物为主，应多食用新鲜果蔬，形

成良好、健康饮食习惯；每日应多饮水，以此来加快造

影剂排出速度；对于因造影剂残留而存在腹痛等相关症

状者，可指导患者经食用易消化食物来缓解；（3）术中

需熟练配合医师进行各项手术操作，协助患者调整体位

为舒适位，密切观察其各项生命体征变化，若发现有异

常情况出现，立刻上报医师并配合其处理；（4）术后应

第一时间告知患者手术成功，给予其心理支持，以此来

增加患者安全感，并告知患者良好情绪对促进术后康复的

重要性；结合患者恢复情况，为其制定出相应日常康复锻

炼方案，在卧床过程中可进行床上运动、按摩肢体等，待

病情有所好转后，鼓励患者尽早下床运动，避免发生下肢

深静脉血栓；做好并发症预防工作，由于穿刺一侧肢体需

制动，在一定程度上易影响到血流情况，需观察患者穿刺

肢体足背动脉搏动情况、颜色情况及温度情况，合理调整

包扎松紧度，一旦有异常发生及时告知医师处理。

1.3 指标观察及判定标准

（1）并发症，包括：脑血管痉挛；b. 脑灌注综合征；

c. 下肢静脉血栓；d. 穿刺部位出血；

（2）满意度，包括：a. 不满意，得分在 60 分以下；

b. 基本满意，得分在 60 分至 89 分之间；c. 满意，得分高

于 89 分，选以问卷调查方式，总得分与满意度呈正比；

（3）生活质量，包括：a. 生理功能；b. 生理职能；

c. 一般健康情况；d. 精力；e. 社会功能；f. 精神健康，选

以 SF-36 生活质量评定简表，单项指标 0 分至 100 分，生

活质量与得分呈正比。

1.4 数据处理

试 验 数 据 的 分 析 选 以 统 计 学 软 件（版 本 为 SPSS 

22.0），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数 /% 表示，以卡方值 /x2 检验；

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以 t 值检验，分析后显示组

间和（或）组内数据值 P ＜ 0.05，代表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并发症

表 1 知，观察组发生例数低于对照组，P ＜ 0.05。

表1　并发症指标差异（n，%）

组别 例数
脑血管

痉挛

脑灌注

综合征

下肢静

脉血栓

穿刺部

位出血
总发生

对照组 50 2 1 3 3 9（18.00）

观察组 50 0 0 1 1 2（4.00）

x2 值 - - - - - 5.005

P 值 - - - - - 0.025

2.2 满意度

表 2 知，观察组基本满意及满意例数和高于对照组，

P ＜ 0.05。

表2　满意度指标差异（n，%）

组别 例数 不满意 基本满意 满意 总满意

对照组 50 11 22 17 39（78.00）

观察组 50 3 23 24 47（94.00）

x2 值 - - - - 5.316

P 值 - - - - 0.021

2.3 生活质量

表 3 知，观察组得分高于对照组，P ＜ 0.05。

3　讨论

脑血管疾病值得是脑部血管各类疾病，此类疾病

主要是因脑组织缺血或者发生出血性意外所致，易增加

患者致残风险及死亡风险，不仅严重影响到患者身心健

康，同时也增加了社会负担及家庭负担 [5-6]。近年来，在

医学科技不断进步下，临床对于此疾病治疗效果得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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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介入治疗作为常用治疗手段，将其应用在脑血管疾

病患者治疗中能够得到理想疗效 [7]。但在实际应用中，

由于大多数患者对于疾病认知较为缺乏，再加上不了解

治疗方式，在治疗期间易表现出焦虑、恐惧等不良心

理，不利于治疗开展的同时，还会影响到治疗效果，因

此还需重视患者心理状态，结合个体化差异提供有效疏

导，以此来平复患者不良情绪，提升其治疗信心 [8]。介

入护理属于综合性护理措施，与常规护理模式相比，此

护理模式可充分体现出以人为本护理理念，不仅有效保

障患者权利，同时还给予其关怀及关心，最大程度上满

足其护理需求，将其运用在脑血管疾病患者治疗中，经

结合手术治疗不同阶段向其提供针对性护理干预，既能

够对患者不良心理进行有效调节，同时还能起到促进其

术后尽快恢复的作用 [9]。本试验显示，观察组并发症率

仅为 4.00%，低于对照组 18.00%，P ＜ 0.05；观察组总

满意率高达 94.00%，高于对照组 78.00%，P ＜ 0.05；且

观察组生理功能得分为 85.74±5.08 分、生理职能得分为

84.14±5.76 分、一般健康情况得分为 85.18±6.23 分、精

力 得 分 为 84.60±5.28 分、 社 会 功 能 得 分 为 83.50±4.15

分、精神健康得分为 82.29±6.02 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各

项生活质量得分，P ＜ 0.05；证实运用介入护理对患者施

护，具备较高运用有效性及可靠性，既利于减少并发症

发生及增加患者满意度，同时还能进一步改善患者生活

质量，对促进其术后尽快恢复起着积极作用。原因如下：

由于脑血管疾病发生原因与饮食习惯差有关，促使循环

血中的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水平长期处在过高状态，

或高密度脂蛋白水平过低，从而导致疾病发生，通过在

术前向患者提供心理疏导及饮食指导，利于帮助患者形

成良好、健康生活行为及饮食习惯；经术中熟练配合医

师操作，做好监测患者生命体征工作，一旦出现异常上

报医师予以急救处理；术后做好并发症预防工作，并予

以相应护理干预，利于减少并发症发生，可起到促进患

者康复的作用。

综上所述，将介入护理运用于接受介入治疗的脑血

管病患者护理中，所得到的整体护理效果较为理想，临

床借鉴意义较高。

参考文献：

[1] 王娟，刘菲 . 介入护理在脑血管病患者介入治疗

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J]. 中国卫生标准管理，2022，13（09）：

187-190.

[2] 杨宝玉 . 介入护理在脑血管介入治疗患者中的临

床效果 [J]. 黑龙江医药科学，2022，45（02）：55-56.

[3] 胡婵芳.介入护理在脑血管介入治疗患者中的临床

应用观察[J].中国社区医师，2021，37（29）：113-114.

[4] 李 秋 妍， 朱 燕 燕， 吴 瑜 娟 . 集 束 化 护 理 干 预 对

脑血管介入治疗患者护理中的应用 [J]. 中国社区医师，

2021，37（26）：155-157.

[5] 王志娟.脑血管介入治疗患者应用介入护理的效果

分析[J].中国继续医学教育，2021，13（07）：191-194.

[6] 周然然 . 脑血管介入治疗患者的介入护理方式分

析及研究 [J]. 中国社区医师，2020，36（08）：163+165.

[7] 樊凌云，索小燕 . 介入护理对脑血管介入治疗效

果及护理满意度的影响 [J]. 山西医药杂志，2020，49（05）：

627-629.

[8] 汪朝霞.介入护理应用于脑血管病患者介入治疗的

效果观察[J].中国社区医师，2020，36（06）：156-157.

[9] 董冰心 . 介入护理在脑血管患者治疗中的应用 [J].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9，41（01）：63-64.

表3　生活质量指标差异（x±s，分）

组别 例数
生理功能 生理职能 一般健康情况

施护前 施护后 施护前 施护后 施护前 施护后

对照组 50 62.04±4.85 75.80±5.24 64.45±4.27 76.70±6.01 65.70±4.42 76.75±5.04

观察组 50 62.21±4.27 85.74±5.08 64.20±4.72 84.14±5.76 65.62±4.50 85.18±6.23

t 值 - 0.186 9.631 0.278 6.320 0.090 7.439

P 值 - 0.853 0.000 0.782 0.000 0.929 0.000

续表

组别 例数
精力 社会功能 精神健康

施护前 施护后 施护前 施护后 施护前 施护后

对照组 50 63.70±4.57 78.11±4.45 66.14±4.08 75.63±4.22 65.20±5.99 73.54±4.23

观察组 50 63.54±4.18 84.60±5.28 66.25±4.21 83.50±4.15 64.33±6.96 82.29±6.02

t 值 - 0.183 6.646 0.133 9.402 0.670 8.409

P 值 - 0.855 0.000 0.895 0.000 0.504 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