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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脑卒中患者并发坠积性肺炎的观察和护理 

边伟光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137400） 
 

摘要：目的：探讨预防脑卒中患者并发坠积性肺炎的观察以及护理效果。方法：选取医院当中脑卒中患者 90 例为对象实施研究，随机均分为观察组

与对照组各 45 例，其中对照组运用常规护理方法，观察组运用预防性护理干预的方法，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肺部感染出现率、坠积性肺炎出

现率以及护理满意度。结果：观察组的护理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观察组患者的肺部感染出现率以及坠积性肺炎出现率显著低于对照组；观察

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临床上为了更好地对脑卒中患者并发坠积性肺炎的情况进行观察，提供预防性护理干预的

方法，更加有效，能够减少患者出现肺部感染以及坠积性肺炎的几率，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值得广泛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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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常见于老年患者中，容易产生并发症，其中最容易出现的就

是坠积性肺炎。坠积性肺炎即细菌感染导致的肺炎，主要包含革兰染色

阴性菌。引起脑卒中出现坠积性肺炎的原因非常多，比如跌倒、缺乏营

养、口腔清洁不到位、翻身不到位等。脑卒中患者出现坠积性肺炎，在

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疾病的缓解程度，同样也会影响到患者的实际生活

质量。治疗脑卒中患者时，提供有效的护理非常必要。因而，文章重点

观察预防脑卒中患者并发坠积性肺炎的护理方法，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医院当中脑卒中患者 90 例为对象实施研究，随机均分为观察

组与对照组各 45 例，其中观察组当中包括男性患者 25 例，女性患者

20 例，年龄 56-85 岁，平均患者的年龄为（68.32±2.62） 岁；对照组

当中包括男性患者 26 例，女性患者 19 例，年龄 57-86 岁，平均患者的

年龄为（69.32±2.42） 岁；两组一般资料对比，未发现显著差异（P

＞0.05）。 

1.2 护理方法 

对照组运用常规护理方法，其中包括随时对患者的各项生命体征变

化情况实施监测；定时观察患者呼吸道的分泌物情况，一旦发现痰液，

助力患者迅速咳出；定时帮助患者进行翻身。 

观察组运用预防性护理干预的方法，  

1.2.1 口腔护理 

护理人员要结合患者的实际情况，运用有效的护理方法。针对有条

件的患者，帮助他们养成刷牙的良好习惯，注重让患者对舌背部展开清

洗。如果患者无法进行刷牙，那么为了确保患者的口腔内部的清洁程度，

要在患者进食之后，及时进行漱口；如果患者不能进行漱口，那么要每

天为患者提供三次或者三次以上的口腔护理操作。对于那部分需要张口

呼吸的患者，运用单层的生理盐水纱布，覆盖患者的口腔，有效湿化吸

入的空气的基础上，避免产生坠积性肺炎。 

1.2.2 饮食护理 

护理人员要鼓励患者多食用具有高蛋白质、具有丰富热量的食物，

一旦患者保持昏迷的状态当中，要通过鼻饲的方式，为患者提供合理科

学的食物。每天为患者提供五次鼻饲，每一次鼻饲的量不能超过 250ml，

严格注重预防食物误吸到气管当中。并且，当患者保持正常的吞咽功能

时，要增加患者摄入水分的量，加速患者口腔湿润的基础上，有效进行

对口腔的冲洗。 

1.2.3 预防误吸 

针对存在吞咽障碍的患者实施鼻饲，在针对这部分患者提供护理当

中，稍微抬高患者的病床床头，帮助患者保持垂直的躯干，让患者头部

保持正中位置，指导患者稍微向前屈曲颈部。另外，患者结束进食之后，

要保持正确的体位，预防患者保持卧床姿势出现食物反流。当患者进食

时，需要位患者提供流质性食物，当患者的吞咽功能恢复正常之后，让

患者进口喂食，还要避免患者运用口腔正中喂食，防止出现误吸。 

1.2.4 排痰护理 

护理工作人员要定时采用听诊器来检查患者的呼吸音，如果发现存

在残留的痰液，需要指导患者及时将痰液排出，严重的情况下，还能够

利用吸痰器来实施吸痰。当患者保持浅昏迷的状态时，能够对患者的环

状软骨处实施按压，通过诱发咳嗽反射来维护患者的呼吸道的畅通状

态。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肺部感染出现率、坠积性肺炎出现率以

及护理满意度。 

1.4 统计学方法 

全部数据信息运用统计学软件 SPSS18.0 的方法来展开分析，差异

所具备的统计学意义运用 P<0.05 来表示。 

2 结果 

2.1 护理效果 

观察组的护理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详细情况见表

1。 

表 1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效果[n（%）]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n=45） 

25（55.56） 18（40.00） 2（4.44） 43（95.56） 

对照组

（n=45） 

20（44.44） 13（28.89） 12（26.67） 33（73.33） 

P    <0.05 

2.2 肺部感染以及坠积性肺炎出现率 

观察组的患者出现肺部感染的几率为 2.22%（1/45），出现坠积性肺

炎的几率为 4.44%（2/45）；对照组的患者出现肺部感染的几率为 13.33%

（6/45），出现坠积性肺炎的几率为 17.78%（8/45）；观察组患者的肺部

感染出现率以及坠积性肺炎出现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 

2.3 护理满意度 

经过护理后，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详细情况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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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n（%）] 

组别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n=45） 25（55.56） 18（40.00） 2（4.44） 43（95.56） 

对照组（n=45） 20（44.44） 14（31.11） 11（24.44） 34（75.56） 

P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大部分老年人群体容易出现脑卒中疾病，男性患者比女性患者多，

存在非常高的发病率，致残率也非常高。因为患者昏迷，出现吞咽障碍，

加上患者手术、麻醉等因素，造成患者食欲减退，减少进食，患者的机

体长时间保持负氮平衡的状态，自身的免疫力和抵抗力降低，容易出现

感染并发症。因此，饮食要保持均衡营养，以高热量、高蛋白的食物为

主，让患者体质尽快恢复健康，预防出现坠积性肺炎。 

伴随着患者的疾病情况的发展，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对患者的生活质

量、身体健康带来严重的影响，会出现各种并发症，其中坠积性肺炎就

是一种常见的并发症。诱发这一并发症的原因是患者呼吸道的分泌物不

能及时排出去，导致分泌物停留在肺部，产生肺部感染。提供给脑卒中

急性期患者预防性护理措施，能够降低并发坠积性肺炎的几率，具体的

护理干预手段包括口腔护理、饮食护理、预防误吸、排痰护理等，从而

更好地提高患者的依从度。 

结果表示，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总有效率、肺部感染以及坠积性肺

炎出现率以及护理满意度情况，观察组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 

这就直接表示预防脑卒中患者并发坠积性肺炎的护理，能够帮助患

者提高护理效果，改善患者生活质量，降低患者出现并发症的几率。通

过多种护理方法能够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减少出现坠积性肺炎的几率，

降低肺部感染，加速患者康复，降低住院时长。另外，还能提高患者对

护理工作的满意程度。 

总而言之，为了观察脑卒中患者并发坠积性肺炎的实际情况，提供

有效的预防性护理干预的手段，效果理想，可以降低出现肺部感染的几

率，还能够降低出现坠积性肺炎的几率，护理满意度非常高，值得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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