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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的护理干预在神经外科术后患者的应用效果 
贾  静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人民医院  内蒙古乌兰浩特  137400) 

摘要：目的：医院当中的神经外科术后患者当中，分析为他们实施全面的护理干预后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医院神经外科术后患者 80 例
为研究对象，随机均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40 例，其中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采用全面护理干预。结果：从研究数据资料来分析，
护理干预之后的观察组实际生活质量评分情况、肢体运动功能评分、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分明显好于对照组；观察组的并发症出现率低于
对照组患者（P＜0.05）。结论：神经外科术后患者临床护理中运用全面的护理干预方法，能够帮助患者生活质量得到保障，让患者的肢体
运动功能评分、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分得到有效提升，减少并发症出现率，让患者安全度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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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的外科学当中的神经外科属于一个大的分支，重点是运用

手术治疗的方式来对患者疾病实施治疗，主要包含的疾病类型有急
性脑出血、颅内肿瘤等，此科室当中的患者大部分是具有下面的特
征：发病急促、病情危重、病情发展速度比较快。神经外科患者在
接受手术治疗之后，会因为手术、麻醉和患者体内所留置的导管等
多重因素影响，产生各种类型的并发症，会给患者治疗、恢复带来
非常大的影响，导致患者预后效果并不理想。因而，为了能够让患
者疾病出现的并发症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影响，需要让患者治疗效果
得到提高，加速患者康复进程，需要深入探究出更加理想的护理服
务方式。此次研究过程中具体分析全面的护理干预方法为神经外科
术后患者带来的应用价值，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全部的选取的神经外科术后患者 80 例中包含男性患者 45 例，

女性患者 35 例，年龄 55-68 岁，平均患者年龄（53.40±5.16）岁，
两组一般资料对比，不存在明显差异（P＞0.05）。 

1.2 护理方法 
医院为对照组的患者们提供的是常规的护理服务，主要是常规

对患者的生命体征情况展开严密监测和记录，一旦出现异常要及时
提供处理方法。 

医院为观察组的患者们提供的是全面的护理干预方法，具体由
下面多个方面的内容组成： 

1.2.1 心理干预 
大部分的神经外科手术的患者全部都是由于受到了外部的严

重创伤而进入到医院当中实施治疗，患者的内心会产生一定程度的
改变，心理也容易变得较为脆弱。所以，面对这样的情况，护理工
作人员要结合患者的实际情况和心理变化，提供给患者更具个性化
的心理疏导，护理工作者还要鼓励患者介绍出自己内心真实的想
法，让患者能够合理宣泄出自己的情绪。 

1.2.2 饮食干预 
医院护理工作人员为存在严重疾病的患者提供鼻饲的服务，当

患者进食之前，仔细对患者胃管情况，看胃管是否在患者的胃中，
实施鼻饲过程中，要适当将患者的床头抬高，从而保持缓慢的进食
速度，坚持少食多餐的原则，确保患者结束鼻饲之后的半小时时间，
采用半卧位的状态，加速患者胃部中食物的消化进程。与此同时，
关注患者营养搭配，要求患者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蛋白质的食物。 

1.2.3 认知干预 
神经外科术后患者容易产生认知功能障碍，会给患者的智力、

定向能力以及注意力产生较大的影响。所以护理工作人员要为患者
提供一定的认知干预，护理人员要给予患者家属提醒，鼓励他们多
和患者保持沟通，利用声音对患者的感知觉提供刺激，训练患者的
注意力，让患者的思维能力得到训练。 

1.2.4 运动护理 
当手术完成之后，有关的护理工作人员要指导患者在床上展开

活动，指导患者的呼吸方式，为他们提供下肢主动活动的服务。护
理人员帮助患者按摩肢体，引导患者做好下肢关节的运动，加速患
者腿部肌肉出现收缩的进程，为患者外周血管壁提供压力，加速血
液循环，避免产生下肢静脉血栓的问题。一旦患者产生意识障碍，
要指导患者更改体位，帮助患者进行翻身，加速血液循环，当患者
恢复到一定程度后，尽早指导患者下床进行活动。 

1.2.5 疾病护理 
有关的护理工作人员要仔细观察患者的病情情况，严格根据及

早诊断、及早治疗的原则，当患者肢体出现肿痛的情形下，护理工

作人员要仔细对患者是否会出现下肢深静脉血栓的风险性展开评
估。当患者的体温出现上涨时，护理人员要仔细对他们的各项体征
展开观察，看是否出现青肿。 

一般来讲，患者产生深静脉血栓的症状并不显著，护理工作人
员要详细对高危人群展开观察，从而将患者的病情展开明确。患者
发病初期的症状会出现疼痛感、下肢肿胀等问题。护理工作人员要
仔细注重患者是否出现双下肢水肿问题，仔细对双下肢肤色和肿胀
情况进行观察，一旦出现异常，要立即告诉主治医生，提供对应的
处理方式。 

1.2.6 患肢护理 
护理工作人员要帮助患者抬高患肢，科学对患者的休息时间展

开安排，避免出现剧烈运动的现象，防止出现栓子脱落现象出现肺
部梗死的疾病。并且，护理工作人员要引导患者运用弹力绷带的方
式，提供加压包扎处理的方式，避免浅静脉问题出现，帮助患者降
低肢体肿胀情况出现率。 

护理工作人员要提示患者在运用弹力绷带的过程中不能过紧，
避免让患者的肢体水肿情况加重。另外，护理人员要把皮肤护理做
到位，仔细对患者压力性损伤展开观察，做好皮肤护理。护理工作
者要关注患者肿胀情况，实施下床活动。此外，护理人员要鼓励患
者展开下肢屈伸运动，对患者的下肢实施按摩，加速患者血液循环。
面对肢体瘫痪的患者来说，运用弹力袜的方法，加速患者瘫痪部位
静脉回流的速度，预防出现下肢深静脉血栓的问题。术后提供给患
者输血当中，会提高患者的血液凝固程度，要严控好输血量。 

1.2.7 管道护理干预 
针对颅脑损伤的疾病患者来说，大部分需要进行留置尿管，做

出手术引流管，护理工作者需要注重患者管道是否通畅，管道位置
是否准确，记录好引流管当中引流量和引流物的性质，一旦出现不
正常的现象要立即进行处理。 

1.2.8 昏迷护理干预 
护理工作人员要及时帮助患者保持正确的体位，将床头抬高大

概 20°；面对深度昏迷的患者来讲，要帮助他们保持侧卧位的姿势。
预防患者并发症当中，护理工作人员要定期协助患者进行翻身，定
期帮助患者清洁头部和足跟部，如果患者出现眼睑闭合不全的问
题，那么还要科学运用眼膏实施治疗。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患者实际生活质量评分情况、肢体运动功能评分、日

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分和并发症出现率。 
1.4 统计学方法 
全部的数据资料采用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和处理，差异所具备

的统计学意义采用 P<0.05 的方法进行表示。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患者实际生活质量评分情况 
从研究数据资料来分析，护理干预之后的观察组实际生活质量

评分情况要好于对照组患者（P＜0.05），具体情况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实际生活质量评分情况（`x±s，分） 
组别 社会关系 精神状态 躯体功能 生理功能 

对照组（n=40）45.03±3.55 49.62±2.46 42.38±3.54 59.36±3.64 
观察组（n=40）66.43±1.26 75.30±1.25 63.12±2.10 71.03±1.45 

P ＜0.05 ＜0.05 ＜0.05 ＜0.05 
2.2 对比两组患者的肢体运动功能评分、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

分 
经过分析研究数据资料，护理干预后，观察组的患者肢体运动

功能评分、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分显著好于对照组（P＜0.05），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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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情况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肢体运动功能评分、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分情况

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肢体运动功能评分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评分 
对照组 40 41.02±6.35 74.60±10.37 
观察组 40 60.37±9.45 89.66±12.33 

P  ＜0.05 ＜0.05 
2.3 对比两组患者并发症出现率 
经过护理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的并发症出现率明显要比对照组

患者更低（P＜0.05），具体情况见表 3。 
表 3 两组患者并发症出现率比较[n（%）] 

组别 例数 误吸 低氧血症 肺部感染 总出现率 
对照组 40 2（5.00） 3（7.50） 2（5.00） 7（17.50） 
观察组 40 1（2.50） 0（0.00） 0（0.00） 1（2.50） 

P     ＜0.05 
3 讨论 
神经外科疾病患者病情较为严重、发病比较急促，需要提供给

他们手术治疗的方法，完成手术之后需要引流管的留置，容易导致
患者出现感染的问题。面对这方面的患者来说，提供有效的护理服
务也十分重要。近些年来，神经外科疾病的出现率开始逐步提高，
为患者提供高效全面的护理干预服务方法，能够让患者的满意度更
高。平时的护理工作当中，护理工作人员需要给患者提供良好的住
院氛围，帮助患者预防各种并发症的出现。针对患者的家属来说，
护理工作人员也要积极主动与他们沟通交流，帮助患者和家属保持
稳定的情绪，建立起和谐的护患关系，让患者治疗疾病的自信心变
得更高。 

全面的护理干预属于临床上面运用较为广泛的一种护理方法，
坚持以患者作为中心的原则，从患者具体疾病情况出发给患者提供

更具个性化的护理服务，充分满足患者提出的合理需求。为神经外
科术后患者提供护理服务当中，全面的护理干预当中包含心理护
理、饮食护理、认知护理等，能够让患者保持更加良好的心态应对
疾病治疗，让患者可以保持健康的生活饮食习惯，加深患者对疾病
的认识，提高患者对疾病的治疗依从度。 

神经外科术后患者的身体较为虚弱，承受着身体和心理双重方
面的较大压力，还需要花费高昂的治疗费用，大部分患者容易产生
焦虑抑郁的情绪。本次研究当中观察组的神经外科术后患者当中采
用的就是全面的护理干预方法，能够有效避免患者出现肺部感染问
题，能够强化患者治疗有效性。全面的护理干预方法，让患者内心
不良的情绪得到疏解，让患者保持更好的自信心面对疾病治疗。而
且，术后神经外科患者病情变化多样，需要护理人员仔细监测患者
的病情变化，提供他们更及时的治疗，避免出现各种不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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