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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护理在神经内科护理中的临床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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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究神经内科患者实施舒适护理的效果。方法：在我院神经内科病患资料中挑选出 118 例患者，其诊断时
间均在 2019 年 3 月～ 2020 年 9 月。按照患者的入院顺序奇偶数进行合理分组，每组均 59 人。常规组行一般护理，研究组则行舒
适护理，最终比较两组的护理效果。结果：护理后，研究组有效率 96.61%，常规组有效率 81.36%（P ＜ 0.05）。结论：在神经内
科中，可有效结合舒适护理，不但使得整体护理工作得以优化，还能促进患者的康复，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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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上，神经内科中收治的患者往往病情复杂，部分患

者入院时的病情已处于严重状态，均对护理工作的顺利实施造

成阻碍 [1]。同时，神经内科患者的护理质量往往与其治疗效果

紧密相关，因此除了实施基础性干预外，还应该从心理、生理

等多方面实施护理，使患者处于最舒适、轻松的状态。在此背

景下，文章特以我院神经内科中的 118 例患者护理流程为例实

施探究，将其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获得伦理委员会准许后，此次研究选择了我院神经内科

患者 118 例，其诊断时间均在 2019 年 3 月～ 2020 年 9 月，并

提前排除了资料不齐全、有严重合并症的人员。随后，将按照

入院顺序奇偶性合理分组，每组均59人。在常规组中，男24人，

女 35 人，年龄在 46.5~81.5 岁间，均龄（64.5±3.8）岁，对

其展开基础护理模式；另外，研究组中，男 30 人，女 29 人，

年龄在 49.2~83.5 岁间，均龄（63.5±3.5）岁，对比两组基

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2]。

1.2 方法

常规组行一般护理：主要从体征监测、健康知识宣教等方

面落实，而研究组行舒适护理，实现了护理工作的进步与优化，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2.1 心理舒适护理

神经内科中患者残疾、死亡的概率相对较高，导致绝大部

分的患者内心压力过重，影响其治疗及康复。因此实施心理舒

适护理是最为关键的环节。首先，针对性给予患者心理疏解，

使其了解到自身疾病的基本常识、如何治疗、如何有效预后等，

消除其负面情绪。其次，由于部分患者在疾病影响下，会暂时

失去自理能力（严重者还可能丧失语言交流能力），机体如此

变化导致患者无法快速接收，很容易诱发出绝望、排斥、抑郁

等情绪，若长时间保持此状态后果严重 [3]。因此护理人员要重

点关照有不良情绪的患者，结合心理学知识疏导。最后，护理

人员要与之交谈时保持和蔼态度，耐心并及时回答其疑问；若

经诊治后发现患者的病情有一定好转，则及时告知患者，从而

增加其康复的信心。需要注意的是，上述过程护理人员都要重

视细节，注意从心底尊重和倾听患者，尽量传递正向的情绪，

使其内心感受温暖和舒适。

1.2.2 生活舒适护理

首先，营造出舒适的护理氛围，在病房内部要清除可能存

在的噪音，并通过限制科室内的探视人数，使得患者能够保持

良好休息。其次，做好患者个人的卫生管理照护工作，叮嘱陪

护人员协助患者清洁肌肤，并及时将使用过的床单、衣物更换

掉。在保持较高清洁度的情况下往往能提升患者舒适感，从而

保障其治疗配合度。最后，则是在饮食方面实施干预。护理人

员需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有效的饮食方案，让患者多吃新鲜的蔬

菜瓜果，强化营养吸收，但要提醒患者不可食用过高糖分、强

刺激性的食物，以免对其康复造成负面影响。

1.2.3 社会舒适护理

一方面，要构建和谐的护患关系。在和患者接触的整个过

程中，一定要保持着尊重、理解的态度，使其感受到医护人员

的体贴和关怀，同时在交谈时语调轻柔语气温柔，使用敬语，

提升患者的信任感和舒适感 [4]。另一方面，要重视家庭氛围

的支持，护理人员要及时与家属联系，使其借助于家庭的力量

来鼓舞患者，从而帮助其建立信心，利于治疗。

1.2.4 环境舒适护理

其一，要确保护理环境能够温馨舒适，将室内温度控制在

24~26 摄氏度，湿度最好保持在 55.0%~60.0%；其二，则是安

排护理人员对室内进行消毒，并定时通风换气，减少或是消除

药物等物品产生的异味。

1.2.5 疼痛舒适护理

在进行护理操作时，所有动作保持温和、缓慢，避免加重

对患者的伤害。同时提醒患者保持卧位，并指导其胸式呼吸，

以减轻对腹部造成的压力。

1.3 评价指标

统计两组护理效果。同时将其分为显效、有效、无效三种。

1.4 统计学方法

汇总所有患者在护理流程中的各项数据，为保障数据准确，

使用 SPSS22.0 的统计软件处理，用 X² 值检验。P ＜ 0.05 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具体数据如表 2-1 所示：

表 2-1 两组护理效果对比（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研究组 59 50（84.75%） 7（11.86%） 2（3.39%） 96.61%

常规组 59 43（72.81%） 5（8.47%） 11（18.64%） 81.36%

X2 值 8.465

P 值 ＜ 0.05

3 结论

综上所述，社会大环境下，人们的健康观念发生了巨大转

变，开始有更多人重视身体健康，且就医的同时对医疗服务工作

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舒适护理”便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5]。

它的要求不仅是让护理人员在遵循医嘱的前提下，实施细致、认

真的干预工作，而重点是结合“以人为本”原则，重视患者在整

个护理过程中是否感到舒适，从而针对性更改护理措施。在此次

研究的数据中也可证实：研究组有效率 96.61%，高于常规组数据

81.36%（P＜ 0.05）；总而言之，运用舒适护理，能从环境、心理、

生活、社会等多方面实施干预，效果良好，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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