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护理园地 

 83 

医学研究 

细节化优质护理在脑梗死患者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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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临床上主要是为了探究脑梗死患者运用细节化优质护理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医院中收治的脑梗死患者 100 例作为对象实
施研究，运用随机的方法展开分组，均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分别为 50 例患者，其中对照组采用常规的护理方法，观察组运用细节化的优
化护理方法，比较两组患者的不良生活习惯出现几率、神经功能与生活质量评分情况、抑郁焦虑评分情况。结果：观察组患者的不良生活
习惯出现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的神经功能与生活质量评分情况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的抑郁焦虑评分情况优于对
照组（P＜0.05）。结论：脑梗死患者临床护理当中引入细节化优质护理的方式，能够帮助患者改善不良的生活习惯，优化患者的神经功能
以及生活质量水平，减轻患者的各项不良情绪，应用价值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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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化的优质护理方法作为一种新的护理模式，通过对患者病

情变化和治疗方式的分析，提供患者针对性护理干预，充分满足患
者的临床护理需要，提高患者治疗主动性，帮助患者快速恢复健康。
文章将重点探究在脑梗死患者治疗当中运用细节化优质护理的价
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医院中收治的脑梗死患者 100 例作为对象实施研究，均分

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分别为 50 例患者，全部的患者当中包括男性
患者 60 例，女性患者 40 例，年龄为 48-82 岁之间，平均年龄（67.2
±3.8）岁，其中存在的伴高血压患者人数为 46 例，伴糖尿病患者
人数 54 例。对比两组一般资料，未发现显著差异（P＞0.05）。 

1.2 护理方法 
1.2.1 加强心理护理 
医院要增强护理工作人员有关心理护理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实

现全方位的心理评估目标。护理人员能够让患者保持平静的心态实
施治疗护理，由于疾病带来的各项认知功能障碍，大部分患者内心
出现各种不良情绪，护理人员在护理工作上为患者实施心理评估，
然后对患者病情展开个体干预，疏导患者不良心理，并且可以让患
者和家属主动参与到心理护理当中来，提高患者心理护理有效性，
这样便于护理人员更好地掌握患者的实际心理状态，让患者更主动
配合治疗，提高患者治疗自信心。 

1.2.2 生活护理 
护理工作人员在患者伸手能够碰到的位置设置好呼叫器、日常

用品、手机等，给患者治疗带来较大的便利，做好无法自理的患者
的护理，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定期帮助患者更换床单被褥、翻身等，
降低患者出现各种感染、压疮的风险。 

1.2.3 运动、饮食护理 
饮食方面患者要多吃富含维生素的食物，少食多餐，对于患者

出现的肢体行为障碍的问题，要给患者提供肢体按摩和推拿方法，
加速患者血液循环，防止出现各种压疮现象，在患者可以接受的范
围当中提供运动指导，每天让患者可以保持适当的运动，更好地恢
复健康。 

1.2.4 并发症护理 
通常的脑梗死疾病的患者会出现较为严重的并发症，为了能够

降低患者出现并发症的几率，护理人员要做好护理工作，运用有效
的手段减少出现并发症的几率，指导患者能够有效咳嗽、排痰，做
好患者口腔护理。 

1.2.5 出院指导 
当患者治疗完成，出院之后，护理工作人员要对患者的出院实

施健康知识的宣教，为患者实现定期回访，加强患者居家护理的效
果，与患者约定好回到医院复查的实践，做好患者康复训练，提高
患者恢复效果。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的不良生活习惯出现率、神经功能与生活质量评

分情况、抑郁焦虑评分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通过运用统计学软件 SPSS22.0 的方法来分析数据，其中差异所
具备的统计学意义运用 P<0.05 表示。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不良生活习惯 
观察组的患者吸烟饮酒 2 例，高脂饮食 1 例，高盐饮食 2 例，

熬夜 1 例，不良生活习惯几率为 12.00%（6/50）；对照组的患者吸
烟饮酒 8 例，高脂饮食 6 例，高盐饮食 5 例，熬夜 4 例，不良生活
习惯几率为 46.00%（23/50），观察组患者的不良生活习惯出现率显
著低于对照组（P＜0.05）。 

2.2 两组患者神经功能以及生活质量评分情况 
入院时，两组患者的神经功能以及生活质量评分情况未有显著

差异（P＞0.05）；出院时，观察组的上述评分情况均优于对照组（P
＜0.05）。 

2.3 两组患者的抑郁焦虑评分情况 
入院时，两组患者的抑郁焦虑评分情况未有显著差异（P＞

0.05）；出院时，观察组的上述评分情况均优于对照组（P＜0.05），
详见表 2。 

表 1 对比两组患者的抑郁焦虑评分情况（ sx ± ，分） 

抑郁评分 焦虑评分 组别 
入院时 出院时 入院时 出院时 

观察组（n=50） 7.2±2.3 2.6±1.4 8.5±1.2 3.0±1.1 
对照组（n=50） 7.4±1.8 6.2±2.1 8.6±1.4 6.2±1.2 

P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细节化的优质护理方法拥有细节与优质化的优势，不仅能够提

高护理质量水平，还能关注护理操作细节。通过运用细节化的优质
护理，医护人员要从患者的饮食、生活、心理等方面实现全面护理
目的，提高患者恢复速度。面对患者在护理当中由于病情带来的不
良情绪，要实施耐心开导，保证患者在疾病恢复当中的舒适程度，
进而改善患者以及医生之间的冲突，进而提高患者的依从度，强化
患者在恢复过程中的体育运动锻炼效果，不同时期运用不同时期的
康复模式，获取更合理的恢复方法，提高患者的恢复速度。 

总而言之，细节化的优质护理干预的方式运用到脑梗死的患者
临床护理工作当中，帮助患者更好低对不良生活习惯进行改变，提
高患者的神经功能评分情况，改善患者生活质量水平，让患者能够
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具有较高的运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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