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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护理在急诊脑卒中患者护理中的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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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摘		要】：目的：探讨个性化护理在急诊脑卒中患者护理中的效果分析。方法：方法：选取2022年6月-12月期间，来我院进行急诊脑卒

中治疗患者40例作为观察对象，采取随机数表法将其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患者各20例，在此期间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观

察组医护人员为患者实施个性化护理，随即比对两组患者自我管护能力、护理应用效果以及护理前后NIHSS、Barthl指标差异。结结

果：果：通过对比得知，观察组患者护理后在自我管护能力中，其于病症常识预防、病症观察、心理环境以及遵医用药分值均高于对照

组；且在应用效果上，观察组救护依从性、住院时长以及满意度指数亦优于对照组；同时观察组护理后NIHSS、Barthl均与对照组

有显著差异，组间差异较大，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结论：通过对急诊脑卒中患者实施个性化护理干预，可有效改善患者自我

护理能力，强化救护依从性，提高护理满意度，降低住院用时，具有较高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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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personalized nursing in emergency stroke patients. Methods: 40 patients who came 
to our hospital for emergency stroke treatment from June to December 2022 were selected as the observation objects.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ith 2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During 
this period, the control group carried out routine nursing. The medical staff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carried out personalized 
nursing for the patients, and then compared the self-management ability, nursing application effect, and NIHSS and Barthl index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Results: Through comparison, the scores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in terms of disease knowledge prevention, disease observation, psych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medication compliance in self-care ability after nursing; In terms of application effect,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also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in terms of rescue compliance, length of hospitalization and satisfaction index; At the same 
time, NIHSS and Barthl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nursing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groups (P<0.05). Conclusion: Personalized nursing intervention for emergency stroke patient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self-care ability of patients, strengthen the compliance of rescue, improve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reduce the hospitalization time, which has high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Keywords: Personalized nursing; Emergency stroke; Nursing effect

脑卒中又称中风，脑血管意外，是一种急性脑血管疾病，

是由于脑部血管突然破裂或因血管阻塞，导致血液不能流

入大脑而引起脑组织损伤的一组疾病，包括缺血性和出血

性卒中。该病症具有较高的复发率和致死率，且对患者日

常生活质量有着严重影响 [1]。随着现阶段我国人口老龄化

程度加深，患得脑卒中人口基数也在不断上涨，故对于此

类病症临床护理亦需加以重视，本文选取来我院进行急诊

脑卒中治疗患者 40 例作为观察对象，通过为其实施个性化

护理，以图明确其护理效果，现报道如下。

1 1 资料和方法资料和方法

1.11.1 一般资料一般资料

选取 2022 年 6 月 -12 月期间，来我院进行急诊脑卒中

治疗患者 40 例作为观察对象，采取随机数表法将其分为观

察组与对照组，每组患者各 20 例，在此期间对照组实施常

规护理，观察组医护人员为患者实施个性化护理，其中对

照组男性患者 10 例，女性患者 10 例，年龄区间 45-65（平

均年龄 55.65±0.25）岁，观察组男性患者 10 例，女性患者

10 例，年龄区间 45-65（平均年龄 55.65±1.09）岁，组间患

者一般资料无显著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纳入标准：（1）组间患者临床病症均符合《中国脑卒中防

治指导规范（2021 年版）》中病症指征标准；（2）均为

首次发病患者；（3）未合并严重器质性疾病或恶性肿瘤病

症者。排除标准：（1）语言交流障碍者；（2）精神功能

异常者；（3）不具有良好救治依从性，且主动退出者。组

间患者与家属均已知晓此次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1.2 方法方法

对照组为患者实施常规护理，其主要方式为在院前为

患者进行常态化健康知识宣讲，指导患者调节饮食结构，

保持口腔卫生，告知其适度活动，防止因长期卧床导致的

压疮，同时定期测量患者血压，做好日常记录等。

观察组医护人员在对照组基础上实施个性化护理，首

先为患者实施一对一的专项护理管理，做好每日体测。同

时通过院内 CIS 知识和相关资料向患者进行专业化病症解

读，加深患者印象。并叮嘱患者注意饮食安全，且针对药

物服用剂量以及适温等加以重点关注。对于部分心理环境

欠佳的患者，可通过向其宣讲成功案例进行开导，提高患

者救护依从性。同时向患者家属讲解常规护理方式，以及

相关仪器的使用说明。待患者病症初步缓解，可定期为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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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开展专项化护理讲座，通过大课辅导，小课串讲的形式，

使患者明白护理重要性。同时还需为其拟制科学化运动恢

复方案。规律性记录患者运动后自身体感，并依照相关数

据做好后续调整。待患者出院后，定期组织电话随访，做

好跟踪护理 [2-6]。

1.31.3 评价指标及判定标准评价指标及判定标准

（1）自我管护能力

根据组间患者自我管护能力，采取本院自行拟制的评

估量表进行评测，主要针对患者病症常识预防、病症观察、

心理环境以及遵医用药等方面，并针对其评估分值做出数

据对比。

（2）护理应用效果

针对组间患者救护依从性、住院时长以及满意度情况

进行评估，随即做出数据对比。

（3）NIHSS、Barthl 指标

采取 NIHSS 和 Barthl 量表对患者护理前后相关指标进

行评测，NIHSS分数越低，则患者病症越轻；Barthl分数越高，

患者恢复治疗越好。

1.41.4 统计学处理统计学处理

通过统计学软件 SPSS22.0 对两组老年糖尿病患者进行

数据研究，研究资料采用（x±s）进行表述，相关数值进行

t 检验分析，同时两组数值在 P ＜ 0.05 条件下，其可判断

为两组间差异较大，具有统计学意义。

2 2 结果结果

2.12.1 组间自我管护能力对比组间自我管护能力对比

通过对比组间患者在不同护理模式下管护能力，观察

组病症常识预防、病症观察、心理环境以及遵医用药指标

均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较大，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表 1组间自我管护能力对比

组别
病症常识
预防

病症观察 心理环境 遵医用药

观察组
（n=20） 3.68±0.25 2.97±0.51 2.87±0.35 2.78±0.34

对照组
（n=20） 1.57±0.64 1.95±0.24 1.35±0.31 1.25±0.67

t 13.733 8.092 14.538 9.106
P 0.000 0.000 0.000 0.000

2.22.2 组间患者护理应用效果对比组间患者护理应用效果对比

通过对组间患者护理应用效果进行比对，观察组患者

在救护依从性和护理满意度人数均高于对照组，住院时长

短于对照组，组间差异较大，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表 2 组间患者护理应用效果对比

组别 救护依从性 住院时长 护理满意度

观察组（n=20） 19 8.47±3.05 20
对照组（n=20） 11 15.29±3.91 12

x2/t 8.533 6.150 10.000
P 0.003 0.000 0.001

通过对比，组间患者护理前 NIHSS、Barthl 指数无显

著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而在护理后，观

察组 NIHSS、Barthl 指数均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较大，

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表 3 组间患者 NIHSS、Barthl 指标对比

组别
NIHSS Barthl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n=20） 6.41±0.37 3.18±0.21 45.31±3.21 86.79±4.81

对照组
（n=20） 6.39±0.97 4.19±0.41 45.29±3.19 65.91±4.79

x2/t 0.086 9.805 0.019 13.755
P 0.931 0.000 0.984 0.000

3 3 讨论讨论

脑卒中又称脑中风或脑血管意外，即因脑血管阻塞或

破裂引起的脑血流循环障碍，以及因患者脑组织功能、结

构出现损伤的病症均可称之为脑卒中。此类病症多数由颈

内动脉和椎动脉闭塞和狭窄所导致，且于患者 45-55 岁之

间极易出现，男性患者多于女性，严重者可引起死亡，出

血性卒中的死亡率较高，调查显示城乡合计脑卒中，已成

为我国第一位死亡原因，也是中国成年人残疾的首要原因。

在发病阶段，患者生活质量会受到严重影响，自身肢体行

为受阻，言语功能及视力均会受到侵扰，故在患者医治期

间需实施针对性护理 [7-10]。

随着现阶段院内护理结构模式的优化，患者对于个性

化护理的需求也在逐步加深，进而能够更加完善配合医护

人员完成医患协同治疗。在此次研究中，观察组患者通过

实施个性化护理后在自我管护能力中，其于病症常识预防、

病症观察、心理环境以及遵医用药分值均高于对照组；且

在应用效果上，观察组救护依从性、住院时长以及满意度

指数亦优于对照组；同时观察组护理后 NIHSS、Barthl 均
与对照组有显著差异，组间差异较大，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综上所述，通过在急诊脑卒中患者护理中实施个性化

护理，可有效提升患者自我管护能力，加强患者救护依从性，

提高护理满意度，改善患者生活质量，有着较高临床应用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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