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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研究 

预知护理干预对急性脑出血患者救治效率、肢体功能及并
发症的影响 

袁爱华 

(青岛市市北区人民医院  山东  青岛  266033) 
 

摘要：目的：研究预知护理干预对于急性脑出血患者预后的作用。方法：选取本院 2019 年 1 月～2021 年 1 月接收的 60 例急性脑出血患者作为研究
调查对象，平均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30 例。对照组选用传统常规护理作为，观察组接受预知护理干预作为。比较两组患者的急救效果，肢体功能
及并发症。结果：观察组的抢救效果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护理前两组肢体运动能力与神经功能缺损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护理后观察组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的并发症数值更低（P<0.05）。结论：患急性脑出血及时予以预知护理干预能
够提高患者的急救效果，缩短患者的住院和卧床时间，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值得临床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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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出血属于一种比较常见的病症, 其死亡率较高。脑室出血最

为严重,其会引发急性梗阻性脑积水，具有极高的死亡率[1]。临床通
过合理的治疗以清除血肿而降颅压、解除占位效应、降低神经元功
能的受压程度为主，预防继发性的病理损伤。治疗方式和预后具有
密切联系，因此选择有效且合理的治疗方法可以提升患者的存活
率，进而提高病人生存质量[2-3]。对患者进行有效的护理是至关重要
的。对患者进行预知护理能够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提高肢体功能，
本次选取我院患者进行研究，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础资料 
选择 2019 年 1 月～2021 年 1 月接收的 60 例接收的急性脑出血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使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每组各 30 例，
其中对照组选用常规护理，年龄为 43-74 岁，平均 62.36±3.23 岁，
其中男性患者 17 例，女性患者 13 例；观察组接受预知护理干预，
观察组年龄 41-76 岁，平均 63.01±3.83 岁，其中男性患者 14 例，
女性患者 16 例。所有患者均自愿接受调查，且已签署知情通知书。
两组急性脑出血患者的一般资料对比无显著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
义，具有可比性（p>0.5）。 

1.2 方法 
1.2.1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式：进行常规的抢救和护理方式，

患者需进行院前急救，密切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建立静脉通道以
方便治疗。 

1.2.2 观察组增加预知护理干预： 
（1）建立预知护理干预小组，安排护理工作经验丰富的护理

人员，在接到电话求救之前，就应该准备好相应的急救工作，包括
像救治所需的医疗器械，药物，以及手术相关的安排，安排分诊护
理在急救中心门口等待接诊。 

（2）为病患开展绿色抢救通道，保证能够第一时间将病患推
至抢救室，如果病患步行入院，应以同样的方式送入救援室，第一
次呼叫值班医生处理。病患在入院后先对病患进行救治，并为病患

安排绿色通道进行优先挂号缴费。为患者建立静脉通路。 
（3）预估病情，急诊预估病情流程为初评，检查，再评估，

在接到患者后应该通过观察患者自我意识，呼吸，面色，呼吸等情
况。同时要了解清楚患者的病史，用药情况等进行初评。在患者被
送入抢救室之后，第一时间需要直接完善心电图的检查，无需询问
当值医生，根据心电图的结果以及患者自身的病情程度予以相应的
治疗。观察患者的生命体征，对患者的病情需要进行再次评估。 

1.3 观察指标 
1.3.1 观察两组病患的急救效果 
1.3.2 并发症发生率，包括包括压疮、深静脉血栓形成、关节脱

位、肌肉萎缩、关节挛缩等。 
1.3.3 观察 Fugl-Meyer（上肢运动功能）评分。 
1.4 统计学方式 
使用 SPSS17.0 处理两组患者数据，计量资料行 t 检验，以 sx ±

表示，计数资料行 X2 检验，以%表示。P＜0.05 时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急救效果比较 
观察组急救效果为 100.0%%，高于对照组的 86.67%，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χ２=9.4902，P=0.0020），见表 1。 
表 1  两组临床效果比较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30 24(80.00) 6(20.00) 0(0.00) 30(100.00) 
对照组 30 22(73.33) 4(13.33) 4(13.33) 26(86.67) 

X2      4.2857  
 P     0.0384  

2.2 两组肢体运动能力与神经功能缺损评定比较 
护理前，无差异比较（P＞0.05）；护理后，观察组肢体运动能

力与神经功能缺损情况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 3。 

表 3  两组 Barthel 评分与 Fugl-Meyer 评分比较（ sx ± ） 
护理前 护理后 组别 例数 

肢体运动能力 神经功能缺损 肢体运动能力 神经功能缺损 
观察组 30 29.06±2.57 22.08±3.64 66.12±6.83 6.51±4.29 
对照组 30 29.16±2.59 22.09±3.62 51.64±5.57 14.28±5.62 

t   0.1501  0.0107  8.9990  6.0193  
P   0.8812  0.9915  0.0000  0.0000  
3 讨论 
本次研究中，患者在实施预知护理干预后，预后情况明显高于

对照组，观察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情况对比于对照组患者有明显的
降低[4-5]。因此表明，观察组在护理效果方面明显高于对照组，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 

综上所述，在急性脑出血患者护理中，预知护理干预能够有效
提高患者的护理质量，因此此种护理方式值得在日后的临床治疗中
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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