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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模式在神经内科重症患者护理质量提高中的应用
孟　凡

（延安大学咸阳医院 神经监护室 NICU　陕西　咸阳　713100）

【摘　要】目的：分析探究为提高神经内科重症患者护理质量应用循证护理模式的应用价值。方法：遴选本院神经内科收治
的重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选对象共计 114 例，选用随机数字表法分别纳入对照组和观察组，分别应用常规护理和循证护理，
对比评估护理质量。结果：以对照组评估结果为参照，观察组护理质量评分远远较高 P<0.05。结论：为提高神经内科重症患者护
理服务质量应用循证护理模式具有确切效果，得到了患者认可，具有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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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内科中所收治的重症患者其疾病类型具有危急、凶险

的特征，大多患者在面对自身疾病时发生心理状态改变，导致

精神紧张，甚至会出现行为障碍，造成患者护理依从性降低，

护理工作难以顺利展开，对于患者康复效果以及预后效果产生

不同程度影响 [1]。针对神经内科重症患者而言不仅需要关注其

躯体症状，还需在护理工作期间注重情绪变化，加强护理干预，

提升护理质量。为此本文展开对照研究，探析给予神经内科重

症患者循证护理干预对于护理质量产生的影响，现将具体内容

汇总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遴选本院神经内科中收治的 114 例重症患者作为研究

对象，所选患者均于 2020 年 1月 -2021 年 1月入院接受诊治，

遵照随机数字表法分组原则将本次研究所选患者划分为两组，

分别纳入于对照组和观察组，分组后占比均等，汇总其一般资

料：对照组性别分布结构为男性 39 例，女性 18 例，年龄选取

范围于 41-70 岁，年龄均值为（55.57±3.64）岁；观察组性

别分布结构为男性41例，女性16例，年龄选取范围于40-72岁，

年龄均值为（55.61±3.71）岁。对比评估对照组、观察组基

线资料，所得数值处理结果为 P>0.05。

1.2 方法

给予对照组患者常规护理，按照医嘱采取对应治疗措施，

定期测定体温、脉搏、血压以及呼吸频率，科学用药，落实基

础性的健康宣传教育。

观察组以对照组为基础应用循证护理：（1）循证问题：综

合评估科室实际情况，提出合理、恰当的循证护理问题，组建

循证护理小组，加强循证护理内容的专业培训，针对神经内科

重症患者于护理期间的相关风险性因素加以分析。（2）循证

支持：通过循证问题检索关键词，通过万方、知网、维普、百

度学术等数据库文献以及资料筛查可行性较高的文献资料。（3）

循证分析：以文献资料具体内容为依据，由小组成员调整患者

具体护理方案，于组内展开分析讨论，进行循证护理内容的不

断完善 [2]。（4）循证护理方案落实：小组成员进行循证护理

工作的合理安排，从环境、健康宣教、饮食、心理状态、睡眠

以及社会支持、放松训练、并发症预防等方面展开护理干预。

1.3 观察指标

借助于科室自行拟定的调查问卷进行护理满意度分析评估，

问卷内容涉及护理目标清晰、护理质量、操作技能、基础理论

储备、总体满意度等内容，量表信度为 0.859，单项评分范围

于 100 分，所得数值和护理质量呈正相关关系。

1.4 统计学方法

研究期间涉及指标数值均借助于 SPSS22.0 展开统计学分

析，其中计量资料展开 t 检验，以 sx ± 表示；计数资料展开
X2 检验，表示为（n、%），P<0.05 表示研究数值对比差异显著。

2 结果

与对照组相较，观察组患者各项护理服务质量评分较高，

所得数值对比差异显著，结果呈现为 P<0.05，见表 1。

3 讨论

神经内科疾病在临床上具有发病急、病情危重的特点，在

疾病发生时存在意识不清、躁动以及抽搐等相关症状，再加上

患者面对长期治疗，病区环境比较封闭，受到多种外界因素的

影响，导致预后效果不够理想，还需加以护理干预 [3]。

本次研究结果可见观察组护理质量评分较高于对照组，所

得数值对比差异为 P<0.05，分析原因如下：在循证护理干预期

间以“循证”为关键词，结合以往临床护理经验、借鉴他人研

究成果制定适合科室的循证护理方案，在全面提升护理方案科

学性、实证性的同时可以有效规避护理工作期间存在的相关风

险因素 [4]。在实施具体循证护理方案时从环境、健康宣教、饮

食、心理状态、睡眠、社会支持以及放松训练等方面展开，可

以促使患者重建治疗自信心，于舒适整洁的病区环境中接受治

疗，有利于提升患者身心愉悦度，帮助患者养成良好的习惯，

有效规避护理期间的相关并发症，可以增强护理干预控制效果，

提升护理服务质量 [5]。

综上所述，神经内科重症患者于护理期间应用循证护理模

式可以提升整体护理质量，取得的效果具有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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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护理质量对比评估（ sx ± 、分）

组别 护理目标清晰 护理质量 操作技能 基础理论储备 总体满意度
观察组（n=57） 89.64±3.92 88.74±3.99 88.11±4.38 89.29±3.86 92.34±3.88
对照组（n=57） 86.34±4.74 85.69±4.71 84.94±4.71 85.66±4.75 88.66±4.92

t 4.051 3.730 3.721 3.244 4.434

P 0.000 0.000 0.000 0.002 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