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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在脑梗死伴发高血压护理中的应用
姜枫 

齐齐哈尔工程学院  黑龙江齐齐哈尔 161005 

【摘  要】目的研讨循证护理在本次疾病研究中的临床成效。方法选用 160 名这类患者的资料，均是曾经在本院完成了治疗，起止时间范

围是 2015.7 到 2017.8。随机完成了分组，对照组、观察组，均有 80 位该类病人。对照组：借助常规护理来完成研究。观察组：借助循证

护理来完成研究。比较 2 组情况，主要是生活质量以及神经功能等方面。结果在护理工作顺利展开后，不管是生活质量方面，还是在量表

评分方面，观察组中收到的成效是更好的，且 P<0.05。结论针对本文研究的病人，依靠循证护理作用，可让护理中的相关问题得到妥善解

决，护理人员能够拓展自身思维，进而实施更加优质的护理，这有益于病人生存质量增强，使其神经功能变得更好，有推广应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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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脑卒中属于突然发病的一类脑血液循环出现了阻碍的疾病,并

且发病率比较高，极有可能致死、致残,属于人类死亡病因当中的重

要一类。在我国，就脑卒中而言，其年发病率很高。脑梗死属于较

为常见的一类脑卒中,在脑卒中的发病当中大概占到 60%至 80%,病

人的预后普遍较长,且死亡率大概在 10%至 25%,而卒中的后遗症出

现几率大概是 50%。针对脑梗死，目前还没有效果特别好的治疗措

施,且制约预后的因素很多。高血压则属于脑梗死出现、恶化以及进

展、产生并发、致残的因素,它能够使脑梗死病人的颅内压变得更高，

甚至引发再出血。由于该类疾病对人们的威胁性，加强研究和探讨，

对未来更好的预防并治疗有重要帮助。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用 160 名这类患者的资料，均是曾经在本院完成了治疗，起

止时间范围是 2015.7 到 2017.8。随机完成了分组，对照组、观察组，

均有 80 位该类病人。本次研究，通过了伦理委员会对其检验并批

准，病人与家属都已知晓具体情况，并签下了同意书。观察组：男，

44 人；女，36 人。年龄在 57 到 76 岁间，均龄：（61.5±5.3）岁。

对照组：男病患包含 32 人，女病患包含 48 人；年龄在 58 至 75 岁

间，均龄：（62.3±3.4）岁。这 2 组病人中，一般资料的对比，有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借助常规护理。 

观察组：借助循证护理。 

比较这 2 组的实际状况，主要有生活质量、神经功能方面的恢

复等。对照组：依靠高血压以及脑梗死的一些药物来完成治疗，对

病人相关指标实施监测，同时做好宣教工作。观察组：病人不但要

实施常规护理，还有循证护理。把病人隔离起来，隔离的病房中，

其温、湿度均需保证适宜，空气应当保证流通。按照病人年龄、教育

以及家庭背景方面的差异，实施的健康教育也有所不同，可通过阅读、

视频、讲解等形式来完成这项工作，时间通常是每两周开展一次[1]。

按照病人身体素质以及饮食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制定饮食方案的时候

也会有所不同，家属应当要协助医护人员做好这方面的护理。按照病

人当下情况，制定可以付诸实际的锻炼方案[2]。同时，不管是饮食习

惯，还是作息时间，都要使其在规范范围内，包括吸烟以及喝酒等。

医护人员就病人提出的医疗问题，应当尽量解答清楚，并联合家属让

病人尽量配合治疗，以便使其完成多渠道倾诉和并接受帮助。病人在

治疗阶段如果因药物导致不良反应，应当为其解答疑难。 

1.3 观察指标 

依靠抑郁以及神经功能方面的评分量表，科学地评估该类病人

在神经功能方面的康复影响状况。按照世卫组织测定生活质量方面

的量表，检测病人该类指标情况，如果得分越高，生活的质量就会

越好。 

1.4 统计学方法 

依靠了 SPSS12.0 软件，做好数据的合理分析。计量资料：均数

±标准差。借助 t 实施有效的检验。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观察组：不论是抑郁评分，还是神经功能量表方面的数值，

都更好。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 对照组：在运用了这种护理手段后，生存质量是更低的一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2  护理后生活质量比较 

组别 例数 护理之前 护理之后 t P 

观察组 40 62.13±1.44 78.04±1.24 16.389 0.018 

对照组 40 62.62±1.32 64.22±1.03 1.238 0.073 

t 0.382 18.382 

P 0.092 0.002 

3 讨论 
针对脑梗死而言，同高血压进行了融合，就会导致心脏、肾脏

等引发相关疾病。如果很好地控制高血压的发展，能够在心脑血管

一类的疾病控制方面取得较好的效果，从而让病人生存的质量变得

更高[3]。结合患者实际病情以及受教育的程度，合理开展心理方面

的干预，使病人身、心都可处在健康状态，便于后续的治疗。同时，

协调并优化病人治疗，几方面结合在一起，有助于效果提升[4]。因

为病人及家属未充分认知疾病情况，使其迷茫以及焦虑心理过重。

护理人员需要同家属协调，便于治疗的开展。这不但让病人治疗能

够收到更好的成效，还可让病人家属摒除自身猜忌的心理[5]。结合

本文的相关结果，2 组病人在循证护理的作用下，观察组：不论是

抑郁评分，还是神经功能量表方面的数值，都是更好的那组。对照

组：在运用了这种护理手段后，生存质量是更低的一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 

综上所述，针对本次研究的病人实施循证护理，可以很好地应

对临床护理当中的一些不足，护理人员能够拓展自身思维，进而实

施更加优质的护理，这有益于病人生存质量增强，使其神经功能变

得更好，有推广应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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