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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研究 

空气波压力治疗仪联合基于应激系统模型的护理在颅脑外

伤手术患者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丁雪峰 

(定州市人民医院  河北保定  073000） 

摘要：目的：观察颅脑外伤手术患者采取空气波压力治疗仪治疗，并配合基于应激系统模型的护理的临床护理效果。方法：本次研究选取
2023 年 4 月到 2024 年 1 月共计 82 例颅脑外伤手术患者参与研究。对照组应用空气波压力治疗仪，观察组联合基于应激系统模型的护理。
结果：观察组下肢情况以及满意度情况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颅脑外伤手术患者采取空气波压力治疗仪治疗，并在治疗期间，配
合应激系统模型护理措施，能够有效降低患者并发症情况，提升患者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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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颅脑损伤与交通事故、坠落等因素密切相关，

一旦未做好治疗工作，患者具有较高的死亡风险。目前
临床主要借助手术治疗，虽然手术能够控制病症，提升
治疗质量。但是由于手术创伤性明显，患者术后恢复时
间较长，并发症风险较高，对患者预后影响严重。既往
研究显示，颅脑损伤手术患者术后具有较高的下肢深静
脉血栓（DVT）风险。因此，临床应高度关注患者术后
治疗工作。空气波压力治疗仪能够借助专业设备，规律
性刺激患者下肢，有利于排空下肢静脉淤血，降低相关
下肢并发症风险。在采取该治疗方式基础上，配合基于
应激系统模型的护理措施，精准评估患者应激源，采取
针对性护理措施，有利于调节患者应激状态，改善患者
身心健康。本文选取颅脑外伤手术患者配合研究，在应
用空气波压力治疗仪治疗的同时，另外应用基于应激系
统模型护理，观察干预效果。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观察组（n=41）性别：男/女=26/15 例，年龄 22~79

（48.96±2.47）岁。对照组（n=41）性别：男/女=27/14
例，年龄 23~75（48.92±2.46）岁。患者具有可比性（P
＞0.05）。 

纳入标准：（1）患者与颅脑外伤诊断标准相符。（2）
患者存在外伤史。（3）患者同意配合手术治疗。（4）患
者在受伤后 12h 内进入医院。 

排除标准：（1）患者伴随炎症疾病。（2）患者存在
血液性疾病。（3）患者存在血栓病史。（4）患者伴随认
知功能异常。 

1.2 方法 
对照组采取空气波压力治疗仪治疗。选择设备为空

气波压力治疗仪，告知患者治疗步骤，讲解治疗目的，
获取家属同意后，对患者进行治疗。在治疗期间，保持
患者仰卧位，在患者下肢设置气囊套，合理控制治疗参
数，按照从上到下的方式，给予加压治疗。20min/次，3
次/d。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采取基于应激系统模型的
护理。（1）经语言引导，倾听患者的困扰，了解患者心
路历程，获取应激源。对患者应激源进行分解，配合相
应的护理措施。为患者创造舒适环境，做好基础设施管
理工作，经 PPT，讲解疾病知识，告知患者术后康复护
理措施，帮助患者重构认知，建立良好的术后防范意识，
并鼓励患者尽快进行主动活动。与患者分析负面情绪原
因，了解患者康复顾虑，结合患者疑问，强化患者抗应
激能力。（2）指导患者开展呼吸放松训练，每次训练时
间为 10~15min/次，每天需要采取 2 次训练，在训练期间，
可播放患者喜欢的音乐，转移患者注意力。（3）加强与
患者交流，给予患者正面引导，主动关怀患者。注意与
家属沟通，借助专业沟通技巧，帮助家属理解患者病情，
配合临床工作，注意关怀患者。鼓励家属参与到康复训
练中，与护理人员合作，加强患者康复指导。在病情允
许的情况下，可开展病友会，鼓励患者相互沟通，分享
经验。 

1.3 观察范围 
观察患者下肢肿胀、下肢深静脉血栓（DVT）风险

情况。评估患者满意度情况，将满意度量表发放给患者，
判断患者满意度，评分提高，满意度更高。 

1.4 统计学方法  
SPSS 21.0 软件处理数据，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以

（%）表示。 
2.结果 
观察组下肢肿胀以及 DVT 等并发症发生率更低，满

意度更高（P＜0.05）。 
表 1 比较两组下肢情况以及满意度情况[n（%）] 

组别 例数 下肢肿胀 下肢 DVT 满意度 
观察组 41 1（2.44） 0（0.00） 40（97.56） 
对照组 41 5（12.20） 6（14.63） 30（73.17） 

X²  5.686 6.284 5.617 
P  0.001 0.001 0.001 
3.结论 
颅脑外伤发病突然，患者病情危重，需要采取手术

治疗，确保患者治疗安全。但是由于手术创伤性明显，
患者术后需要长时间恢复，临床应积极配合护理干预工
作，加强患者干预管理工作，有效控制患者病情，优化
预后。 

本次研究显示，观察组并发症以及满意度更优（P
＜0.05）。说明应用空气波压力治疗仪治疗，另外采取基
于应急系统模型的护理措施，可有效降低患者下肢并发
症风险，提升患者满意度情况。空气波压力治疗仪能够
结合充气原理，做好患者深度按摩服务，有利于调节患
者局部微循环，提高患者下肢静脉血流速度，在当前下
肢深静脉血栓预防中具有良好的干预价值。颅内外伤患
者即使在救治成功后，也会伴随功能障碍情况，对患者
正常生活影响严重。大部分患者对疾病认识有限，伴随
心理应激反应，导致患者血栓预防效果下降[1]。常规护理
工作中患者参与度较差，难以发挥护理价值。应激系统
模型强调关注患者应激反应，分析患者出现应激反应的
具体原因，从心理以及行为等多方面出发，加强护理干
预工作，能够有效降低患者应激反应，帮助患者保持积
极心态面对疾病，配合临床治疗工作，有利于改善患者
预后[2]。在颅脑损伤患者中，采取应激系统模型护理，并
采取空气波压力治疗仪，建立在联合干预措施基础上，
能够改善患者心理状态，降低患者应激反应，促进疾病
治疗，有效降低下肢并发症风险，提升满意度情况。 

综上所述，针对颅脑外伤手术患者，通过配合空气
波压力治疗仪、应激系统模型护理措施，可降低并发症，
提升满意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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