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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性护理干预

对神经外科重症监护病房患者康复的影响
陈　军

（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民医院　贵州　黔西南　562400）

【摘　要】目的：探究预防性护理干预对神经外科重症监护病房患者康复的效果。方法：抽选 86 例我院

神经外科重症监护病房患者均分为两组。常规组进行常规护理，实验组实施预防性护理干预。对比两组患者数据，

分析预防性护理干预的效果。结果：在无其他因素干扰下，实验组护理效果优于常规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预防性护理干预有助于增强神经外科护理人员护理工作的准确性，保障重症监护病房患者住

院疗养的安全性，有助于及时防范护理工作中的意外事件，从而提升住院疗养安全程度，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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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revent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rehabilitation of patients in 
neurosurgical intensive care unit

Jun Chen
(Guizhou Provincial Qianxi'Nan Buyei and Miao Autonomous Prefecture People's Hospital,southwest of Guizhou, 

Guizhou, 562400)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prevent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rehabilitation of patients in 
neurosurgical intensive care unit (Nicu) . METHODS: 86 patients in neurosurgical intensive care unit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Routine nursing was performed in the routine group, and prevent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was performed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data of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the effect of prevent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was analyzed. Results: In the absence of other factors, the nursing effect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routine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 Conclusion: Prevent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is helpful to enhance the nursing accuracy of neurosurgery nurses,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intensive care unit 
patients, and to prevent accidents in nursing work in time, therefore, it is worth popularizing to promote the safety degree 
of convalescence in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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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外科是医学中地位最高的领域之一，是指脑

组织、脊髓或脊柱等中枢神经系统疾病需要通过外科

手术进行治疗，如临床上常见的颅骨骨折、脑挫裂等

颅脑外伤，以及三叉神经痛、癫痫等脑肿瘤。神经外

科重症监护病房患者病情复杂，大多为昏迷患者，且

患有病情较严重，如脑外伤、脑出血等，由于患者处

于昏迷状态，脑神经功能不全，因此呼吸、循环、肾

功能、凝血系统都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问题 [1]。因此，

除对其进行重症治疗外，还必须采用更加规范的护理

措施。预防性护理干预是在疾病及并发症出现之前开

始采取预防措施，在疾病恢复可能性最大的时期根据

患者年龄、病情等因素为患者制定特定护理计划，从

而有效地提高治疗效果，改善患者病情，减轻患者看

病就医负担。本研究通过对部分神经外科重症监护室

患者实施预防性护理干预来做出系统性的分析工作，

探究预防性护理干预的作用。

1 资料和方法

1.1 资料

本次研究将抽选的 86 例本院神经外科重症监护

病房所收治的患者均分为两组，常规组患者 43 例，年

龄跨度为 24 至 75 岁，均龄（45.89±17.14）岁，实

行传统的常规护理措施。实验组患者 43 例，年龄跨度

为 25 至 76 岁，均龄（46.36±18.47）岁，实验组进

行预防性护理干预。本次研究所有患者均知情并且同

意参与护理实验。比较两组患者基本资料，无显著差

异（P＞ 0.05）。

1.2 研究方法

1.2.1 常规组：进行传统的常规护理管理，包括

常规入院相关情况的介绍、安全指导等。同时按照规

定流程对所有被选取为研究对象的神经外科重症病房

患者进行常规体检以及常规护理。主要内容包括：①

护理人员按照神经外科护理的安全管理常规要求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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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健康与安全，同时对患者的基本情况和信息进

行记录。②提醒患者护理过程中的相应注意事项并监

督患者严格执行。③指导患者完成正确的药物使用、

饮食习惯以及通过适量的运动进行恢复。④后期及时

对患者进行跟进护理，及时了解患者所反馈的各项信

息，为患者提供科学有效的护理方案。

1.2.2 实验组：在常规护理基础实施预防性干预

护理工作。主要工作内容包括：①建立护理工作小组：

在神经外科科室建立护理小组进行护理工作，小组护

理人员按时、详细记录患者身体情况，并将资料汇总。

小组定时召开会议分析、解决护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更好地保护患者生命健康与安全。②了解患者情况：

护理人员及时向患者了解情况，按神经外科重症监护

病房的规定内容，向患者及家人解释用药、运动、进

食时间等方面注意事项，帮助患者建立健康的疗养习

惯。③加强健康教育：护理人员正确引导患者形成良

好的心理素质和积极的就医态度。此外，神经外科科

室可通过开展相关培训活动以及专家讲座，就神经外

科疾病的相关知识对患者进行培训，帮助患者了解神

经外科疾病的内在体质、外在环境等相关因素，使患

者及其家属加深对神经外科疾病的了解与认知 [2]。由

于神经外科疾病本身具有复杂性的特点，多数患者对

疾病以及自身情况缺乏正确的认识，对护理带有抵触

心理，会增加护理工作难度，也使患者病情加重的风

险加大，从而对患者产生其他伤害，甚至危及生命。

护理人员要引导患者对治疗后的疼痛、发病症状、并

发症产生机制等的正确认识，使患者减轻心理负担，

加快患者康复进程，同时使患者和患者家属加强对预

防性干预护理的认知与了解。④加强呼吸道护理：对

患者进行鼻饲，首先，需将患者床头升高 30-45°，

后患者自主完成呼吸动作，护理人员通过震颤等方式

来帮助患者排痰，护理后及时对患者口腔、呼吸道进

行检查，并用生理盐水进行清洁 [3]。⑤护理能力培训：

科室定期组织护理人员集中学习预防性护理干预护理

的相关知识，培养护理人员精准有效对患者实施护理

的能力。⑥优化排班模式：对护理人员的工作进行合

理分工，充分保证病房内所有护理人员各司其职，使

责任落到个人，保障安全管理工作高效有序进行。同

时实施奖惩制度，对护理人员起到督促作用，以神经

外科护理计划的高效性、严密性来提高工作效率、保

证工作质量。⑦夯实基础护理：护理人员要依据患者

详细情况，对患者进行有效、有针对性的护理，要注

意对保持基本尊重，礼貌对待患者及家属。同时护理

人员做好病房清洁等基础性工作，保持病房温度维持

在一个合适的范围之内，为患者提供一个良好的护理

环境，使患者在护理期间保持心情舒畅。⑧加强仪器

管理：根据预性护理干预计划的相关规定和标准，做

好插管等相关仪器的杀菌消毒工作，防止患者受到病

菌感染，切实保障患者的生命健康与安全，须保证相

关医疗设备、用品进行消毒后再投入使用，并且不损

坏设备，保证护理人员及病人的安全、对环境无害以

及必须遵循相关规定和要求定时进行。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9.0 软件处理。计数资料以 % 表示，

用 x2 检验。P＜ 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经统计数据显示，实验组患者各类型感染发生率

低于常规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具

体数据如表 1所示：

表 1 两组患者各类型感染发生率比较（n，%）

组别 常规组 实验组 X2 P

例数 43 43 / /

医院感染 7（16.28） 2（4.65） 3.96 ＜ 0.05

气 管 切 开
感染 6（13.95） 1（2.33） 4.74 ＜ 0.05

气 管 插 管
感染 5（11.63） 2（4.65） 4.69 ＜ 0.05

其他感染 6（13.95） 1（2.33） 5.93 ＜ 0.05

　　经统计数据显示，实验组与常规组检测出病原菌

分布类似，具体数据如表 2所示：

表2 两组患者检测出病原菌分布情况比较（n，%）

组别 常规组 实验组

例数 43 43

株数 205 156

肺炎克雷伯杆菌 101（49.27） 76（48.72）

铜绿假单胞菌 25（12.20） 21（13.46）

克雷伯杆菌 18（8.78） 12（7.69）

大肠埃希菌 13（6.34） 10（6.41）

变形杆菌 8（3.90） 6（3.85）

溶血链球菌 10（4.88） 8（5.13）

表皮葡萄球菌 9（4.39） 6（3.85）

念珠菌 7（3.41） 4（2.56）

其他菌 14（6.83） 12（7.69）

经统计数据显示，实验组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

度高于常规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具体数据如表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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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随着我国整体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医院开始采

用更加科学有效的措施来保障神经外科重症监护病房

患者的健康与安全，促进患者康复。在神经外科重症

监护病房护理中，常由于插管因素或患者自身因素造

成感染等情况，同时护理人员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在插

管过程中对患者进行科学、正确的指导，将会直接影

响治疗效果，甚至导致感染事件的发生。在预防性护

理干预过程中，护理人员需要及时在患者疾病恢复可

能性最大的时期对患者进行干预，保障患者住院治疗

的效果。由于神经外科重症病房患者的病情疾病复杂

多样，且患者病情都较为严重，易受到外界影响，因

此，必须采取规范化、系统化的措施来加强对神经外

科疾病患者护理干预 [4]。预防性护理干预过程中，护

理人员能够清晰明了地记录患者的身体的各项情况，

准确掌握患者状态，有利于护理人员进行针对性护理。

预防性护理干预措施实施的同时，明确护理人员职责，

规范护理人员行为，根据科室相关制度和规范，从各

环节对护理人员起到约束规范作用，确保护理过程的

安全性以及护理结果的有效性。护理人员做好基础护

理工作，注重细节护理，并及时对问题进行反馈，护

理小组根据相关数据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找到解决

问题的措施。通过对护理工作各项细节的完善，提高

整体护理水平，最大程度防范管道护理风险的出现，

对神经外科重症监护病房患者的治疗起到重要作用，

有助于促进当前神经外科重症监护病房护理工作的专

业化，从而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的医疗护理服务和疗

养措施，加快患者康复进程。科室针对护理人员病房

护理情况对进行考核，增强护理人员工作积极性，提

高科室整体治疗水平。预防性护理干预是一种规范化

的模式，能有针对性地对不同病情的患者进行干预，

避免患者受到意外事件的伤害，促进患者康复。

本次研究以我院 86 例神经外科重症监护病房的

患者为例，分析预防性护理干预对重症监护病房患者

的康复产生的效果，根据相关研究资料显示，在神经

外科重症监护病房实施预防性护理干预，能够有效提

高护理质量，同时也能对护理人员的工作起规范和引

导作用，有助于提升护理人员专业素养和能力水平 [5]。

本文研究数据表明，常规组患者对护理满意度低于利

用预防性护理干预进行护理的实验组，除此之外，常

规组各类型感染发生率高于实验组。因此，可得出结

论，相较于传统护理模式，预防性护理干预措施更具

有发展性意义，因此，在神经外科重症监护病房利用

预防性护理干预措施进行护理的效果更为显著。预防

性护理干预有助于帮助优化患者护理效果，提升神经

外科重症监护病房患者的护理体验，降低患者受感染

事件影响的风险，为患者护理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提供

了保障在一定程度帮助患者维持就医护理期间的心理

的健康，心情的舒畅，有利于帮助患者病情的缓解，

强化住院疗养的安全程度，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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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两组患者对护理满意度比较（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总体满意率

常规组 43 10（23.26） 12（27.91） 10（23.26） 11（25.58） 32（74.42）

实验组 43 16（37.21） 14（32.56） 12（27.91） 1（2.33） 42（97.67）

X2 / / / / / 5.438

P / / / / / ＜ 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