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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护理干预对神经外科高血压脑出血手术患者的护理效果 

杨永梅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〇医院  云南昆明 

【摘要】目的 分析和研究对神经外科高血压脑出血手术患者实施综合护理干预起到的效果和作用。方法 本
次实验时间为 2023 年 6 月至 2024 年 6 月，随机选择该时间段在本院神经外科实施手术治疗的 150 例高血压脑出

血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按照入院治疗先后顺序分为对照组、观察组，先进入医院治疗的 75 例患者纳入对照组

实施常规护理干预，后进入医院治疗的 75 例患者纳入观察组实施综合护理干预。护理后对两组患者多项指标进

行比较。结果 对比研究结果可以得知，观察组患者心理状况得分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患者身体状况

得分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 2.67%，对照组为 10.67%，差异明显（P＜0.05）。

结论 对高血压脑出血手术患者实施综合护理干预能够改善其心理状况、身体状况，也能降低术后多种并发症发

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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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and study the effect and role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ve cerebral hemorrhage in neurosurgery. Methods The experimental time was from June 2023 to June 2024. 
150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ve cerebral hemorrhage who underwent surgical treatment in the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of our hospital during this period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They were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admission. The 75 patients who entered the hospital for treatment first 
were included in the control group for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the 75 patients who entered the hospital for 
treatment later were included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for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After nursing, multiple 
indicators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compared. Results By comparing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score of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nd the physical status score of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2.67%, and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10.67%,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Conclusion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for patients undergoing surgery 
for hypertensive cerebral hemorrhage can improve their psychological and physical conditions, and also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various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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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血压脑出血是神经外科常见的急危重症，具有

发病急、病情重、进展快的特点。手术是高血压脑出血

的主要治疗方式之一，及时进行手术能够挽救患者生

命，但由于手术会对患者身体产生较大创伤，且脑出血

进展迅速，所以术后患者往往面临较多挑战，容易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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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部感染、颅内感染、压疮等并发症。这些并发症会影

响患者康复进程以及生活质量，以往临床上为患者实

施的常规护理重点在于改善患者身体不适感，在预防

并发症，促进患者全面康复方面仍存在不足。基于此，

为了对高血压脑出血手术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的护理，

就应用了综合护理干预。本文，主要研究综合护理干预

对神经外科高血压脑出血手术患者的护理效果，以此

为临床护理工作提供有价值的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范围：2023 年 6 月～2024 年 6 月，研究对象

数量：150 人。纳入对照组患者数量：75 人，男性患者

数量：40 人，女性患者数量：35 人，该组最小年龄数

据：38 周岁，最大年龄数据：80 周岁，得出平均年龄

（48.12±2.27）岁。纳入观察组患者数量：75 人，男

性患者数量：41 人，女性患者数量：34 人，该组最小

年龄数据：39 周岁，最大年龄数据：80 周岁，得出平

均年龄（48.24±2.56）岁。 
经分析患者年龄、性别、疾病情况等基本资料并无

差异（P＞0.05）。 
纳入标准：患者及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经临床诊

断确诊为高血压脑出血；临床资料完整；配合度较高。 
排除标准：精神异常者；肝肾功能不全者；生命体

征不稳定者；中途退出研究者。 
1.2 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护理人员会定期观察患者

病情变化并检测其生命体征，也会根据患者具体情况

为其实施用药指导和饮食指导[1]。 
观察组实施综合护理： 
第一，心理护理。护理人员会采用专业心理评估量

表了解患者心理状况，如果患者是由于担心自身病情

产生焦虑、抑郁情绪，护理人员会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并借助图片、视频向患者详细讲解高血压脑出血的知

识以及手术流程，以此提升患者认知性和配合度。如果

患者是在身体不适感影响下产生不良情绪，护理人员

会引导患者倾诉内心想法，并用语言和手势鼓励患者，

也会为患者播放舒缓的音乐，以此使其放松身心。对于

患者提出的疑问护理人员会针对性地解答[2]。 
第二，基础护理。护理人员会定期对病房进行清洁

消毒和通风，手术完成后，会指导患者保持舒适体位，

并在其受压部位适当放置软枕，并每隔 2 小时帮助患

者翻身 1 次。其次，护理人员会定期询问患者感受，

如果患者疼痛感较为严重，该情况下会根据医嘱使用

相应的镇痛药物，如果患者疼痛感较轻，护理人员会指

导其进行深呼吸、冥想、渐进性肌肉放松，以此来减轻

身体疼痛感。此外，护理人员会定期更换患者手术切口

的药物，并通过翻身、拍背来促进痰液排出，如果患者

痰液黏稠不易咳出，会给予雾化吸入护理。 
第三，康复护理。术后在患者卧床休息期间，护理

人员会抬举患者四肢来进行关节伸屈练习和抬腿练习。

当患者有所恢复时，会鼓励患者进行床椅转移训练、站

立平衡训练以及步行训练，生活中也会让患者独立如

厕、穿脱衣、刷牙，通过有效锻炼提升自理能力。如果

患者存在语言障碍，会让其从简单的发音开始，之后逐

渐向词汇、语句过渡。对于存在吞咽功能障碍的患者会

让其吹气球和进行空吞咽、吞咽唾沫训练[3]。 
第四，饮食护理。术后会让患者禁食一段时间，当

胃肠道功能逐渐恢复时会先让其食用温开水、米汤等

清淡流食，之后逐渐向半流质食物和普通食物过渡。为

了促进患者身体恢复，会指导患者多食用含有高蛋白、

高维生素、低脂、低盐的食物，饮食中也会遵循少食多

餐的原则。 
1.3 观察指标 
1.3.1 对两组患者心理状况进行对比，采用焦虑自

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获得相应数据，

标准分分界值依次为 50 分、53 分，得分越高说明患者

心理状况越差。 
1.3.2 对两组患者身体状况进行对比，采用生活质

量指数（QOL）量表和功能独立性（FIM）量表获得相

应数据，前者总分 10 分，后者 100 分，得分越高说明

患者身体状况越好。 
1.3.3 对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进行对比，术后常

见并发症有肺部感染、颅内感染、压疮，发生率越低说

明护理方式效果越好。 
1.4 统计学处理 
研究结果使用 SPSS22.0统计软件包处理研究中的

计数资料和计量资料两大内容。例数和百分比用来表

示其中的计数资料，组间使用 χ2 进行检验。（x±s）
标准差表示其中计量资料，使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如果

研究结果 P＜0.05 表明研究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心理状况对比 
表 1 数据表明，观察组患者心理状况明显优于对

照组（P＜0.05）。 
2.2 两组患者身体状况对比 
表 2 数据表明，观察组患者身体状况明显优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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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组（P＜0.05）。 
2.3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对比 

表 3 数据表明，观察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对

比对照组（P＜0.05）。 
表 1  两组患者心理状况对比（x±s） 

组别 例数 SAS 得分 SDS 得分 

对照组 75 60.11±0.15 59.12±1.15 

观察组 75 54.12±0.02 55.58±1.58 

t 值  10.298 9.668 

P 值  ＜0.05 ＜0.05 

表 2  两组患者身体状况对比（x±s） 

组别 例数 QOL 得分 FIM 得分 

对照组 75 6.28±1.05 82.59±5.16 

观察组 75 8.96±1.68 92.66±5.79 

t 值  10.698 9.879 

P 值  ＜0.05 ＜0.05 

表 3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对比（n/%） 

组别 例数 肺部感染 颅内感染 压疮 发生率 

对照组 75 2 2 4 10.67% 

观察组 75 1 0 1 2.67% 

χ2 值     10.028 

P 值     ＜0.05 

 
3 讨论 
高血压脑出血是一种严重疾病，会导致患者出现

肢体偏瘫、失语症状。虽然通过手术能够抑制疾病进展，

但由于手术属于侵入性操作，且患者在疾病因素影响

下身体状况较差，如果治疗期间不能得到精心护理，就

容易出现各种并发症。通过本次研究可以得知，落实综

合护理干预的观察组患者心理状况、身体状况优于对

照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综合护理方式应用中

不但要注重患者生理方面的改善，也注重心理方面改

善，会先了解患者实际心理问题，之后来落实针对性的

心理疏导措施。患者心理状况情况影响着身体恢复，当

心理状况较差时会由于应激反应引起一系列并发症，

因此通过有效护理改善患者心理状况时，也能为其身

体恢复提供助力。其次，综合护理会根据患者实际状况

尽早落实功能锻炼，会通过被动运动和主动运动相结

合改善患者关节活动度，所以能够实现患者生活质量

以及生活自理能力的提高。此外，手术完成之后，护理

人员会对患者进行密切地观察，以此能及时发现不良

问题，并通过有效措施落实防止并发症的进一步发展
[4~8]。 

综上所述，综合护理应用于神经外科高血压脑出

血手术患者护理能够改善其身体状况、心理状况，也能

降低并发症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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