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忠告 Advice For Health 2021年第 16期护理研究

神经内科护理对脑卒中糖尿病患者康复效果分析

石义义
(安平县人民医院 河北 衡水 053600)

【摘要】目的：探讨神经内科护理用于脑卒中糖尿病康复护理中的效果。 方法：110例患者随机分成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
各 55例,均予以对症治疗；对照组予以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予以神经内科护理；比较两组康复护理效果。结
果：观察组康复有效率为 94.54%,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81.82%,P <0.05；两组 SAS评分与 SDS评分均较护理前降低,观察组护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 结论：对脑卒中糖尿病患者在对症治疗期间予以神经内科护理,可取得满意的康复护理效果,
缓解患者负面情绪,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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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又称脑中风, 是神经系统受损所致的一种疾病,
具有发病急、患病率高、致残、致死率高等特点。 诱发该病的
原因主要是脑部血液循环出现异常,致使神经功能受损。 不
同类型的脑卒中,其治疗方式不同。 由于一直缺乏有效的治
疗手段,目前认为预防是最好的措施,其中高血压是导致脑
卒中的重要可控危险因素。对神经内科脑卒中患者进行更好
的护理,能有效改善患者预后,促进患者早日康复。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以 2017年 10月至 2020年 5月本院收治的 220例脑卒

中糖尿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随机分成观察组与对照组,每
组 110例。 观察组男 64例,女 46 例；年龄 45~75岁,平均
(62.1±2.4)岁。对照组男 60例,女 50例；年龄 46~75岁,平均
(61.8±2.2)岁。 两组患者年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1.2.1对照组
对照组患者治疗期间予以常规护理, 主要包括监测血

糖、血压、心率等基础生命体征,定期协助患者翻身,予以患
者心理护理等。

1.2.2观察组

在常规治疗及护理的基础上开展神经内科护理,内容如
下：(1)基础护理。 定期协助患者翻身,并在翻身过程观察是
否存在皮肤受压情况,预防久卧引起压疮；及时清除患者呼
吸道异物,以保证呼吸道畅通；密切观察患者导尿管情况；根
据实际情况给患者进行饮食方面的指导,以清淡及易消化食
物为主。 (2)并发症护理。 脑卒中患者恢复速度较慢,发病时
有并发症发生,应保持患者呼吸道通畅,及时为患者吸痰,预
防呼吸道阻塞,将患者窒息发生率降低到最低限度。 观察患
者导尿管,保证其通畅,定期观察其尿液颜色、引流尿量。 (3)
心理护理。 患者容易因担心疾病进展影响生活而出现焦虑、
抑郁及恐惧等负性情绪,影响其治疗依从性,因此护理人员
需根据患者的疾病及心理状况, 加强与护患者的沟通交流,
为患者详细地讲解脑卒中糖尿病的治疗过程及预后重要性,
缓解其心理压力,增强其恢复信心[1]。(4)康复训练。指导患者
早期进行肢体训练, 在康复训练上分成早期及恢复期训练,
早期康复训练以卧床屈曲肢体为主,提高肢体肌力水平。

1.3观察指标
(1)对比两组康复效果。显效：经干预后两组神经功能明

显改善,基本恢复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血糖控制在理想值范

围；有效：神经功能有所改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提高,血糖
降低但稍高于正常值；无效：未达有效的康复疗效标准。 (2)
护理前后采取焦虑与自评量表(SAS、SDS)评价患者心理状
况,均以 50分为分界,分值同负性情绪成正比。

1.4统计学处理
使用 SPSS 21.0软件做统计学结果分析,计量资料用 t检

验,计数资料用 x2检验,以 P <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康复效果
观察组康复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
2.2心理状态
护理前在 SAS评分与 SDS评分上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 >0.05),而经过相关护理,在两项评分上均较护理前明
显下降,观察组的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

3讨论
脑卒中是急性脑血管疾病, 包括出血性和缺血性两种类

型。 出血性疾病主要指脑出血,缺血性的包括脑梗塞、脑血栓
和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等。 引起这类疾病的原因主要是动脉粥
样硬化,血管壁脆性增加,以致出血发生,内膜损伤粗糙导致
血栓形成。 而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肥胖、吸烟都是高发
因素。除了有效的医疗治疗之外,对脑卒中患者实施科学的康

复护理,能够提升患者的自理能力,促进机体各系统功能的康
复,提高其生活质量[2]。建议低盐低脂饮食、少吃生冷油腻性的
食物,多吃绿色蔬菜、水果、粗粮等。 除了合理膳食外,一定要
注意多参加体育运动,戒烟限酒,保持良好的心态。 如果有相
关的慢性病如高血压、糖尿病等,一定要积极地治疗[3]。对脑卒
中伴糖尿病,需要在确诊后予以及时治疗,避免疾病进一步
发展导致患者死亡。 治疗上常使采取介入治疗来改善脑部缺
血与缺氧情况,此外应用降糖药物控制血糖,使得患者症状
改善。 在本研究中,对脑卒中糖尿病患者在对患者的康复护
理中实施神经内科护理[4],结果显示,在患者的康复效果上观
察组显著优于对照组,护理后在 SAS评分与 SDS评分上观察
组显著低于对照组,这表明神经内科护理干预脑卒中糖尿病
的效果满意。

综上所述,在对脑卒中糖尿病的康复护理干预中,实施
神经内科护理干预,可以有效缓解患者焦虑、抑郁等负面情
绪,促进患者神经功能及肢体功能的早日康复,值得临床推
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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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护理流程对急性脑梗死患者的临床护理效果评价

杨宗英
(赣州市人民医院 江西 赣州 341000)

【摘要】目的：急性脑梗死采用急诊护理流程护理,观察这种护理方法的效果。 方法：将急诊科 2019年 12月至 2020年 12
月的脑梗死 62例患者作为观察对象,分成试验组与参考组,各 31例,分别采用急诊护理流程和基础护理,对比两种护理方法
效果。 结果：(1)试验组和参考组分诊时间、转诊时间对照中,试验组分别是 0.53±0.19(min)、36.73±4.92(min),参考组分别是
2.83±1.21(min)、65.28±7.19(min),t=7.527,P =0.000,结果有差异。 (2)试验组和参考组死亡率、护理满意率对照中,试验组分
别是 3.22%、96.77%,参考组是 16.12%、83.87%,x2=21.131,P =0.000,结果有差异。 结论：急性脑梗死采用急诊护理流程护理效
果优良,可以推广。
【关键词】急性脑梗死；基础护理；急诊护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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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梗死在临床上较常见,该病发病急,病情重,患者致残
率及致死率极高,严重威胁患者生命和身体健康。 目前,对该
病主要采用急诊治疗,帮助患者缓解临床症状。患者在接受急
诊治疗时,其治疗效果与护理方法有直接关系。为了提高急性
脑梗死患者急诊治疗效果, 临床上的护理人员需要研究不同
的护理方法,选择最佳护理方案,以提高护理质量。基于此,本
组研究急性脑梗死采用急诊护理流程护理, 观察这种护理方
法的效果。

1一般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将我院急诊科脑梗死 62例患者作为观察对象,分成试验

组与参考组。患者全部符合急性脑梗死诊断标准,在研究前和
患者签订研究同意协议书； 所有患者经过医院伦理委员会同
意。 本次研究的试验组患者 31例,其中男 16例,女 15例；年
龄 45~70岁,平均年龄(58.92±6.83)岁。 参考组患者 31例,其
中男 17 例,女 14 例；年龄 44~71 岁,平均年龄(57.38±6.27)
岁。 两组患者基本资料对比无差异,P >0.05。

1.2方法
1.2.1参考组
参考组采用基础护理。 通过急救护理, 帮助患者挽回生

命,使其治疗安全。 正确地运用护理操作技术,帮助患者完成
治疗。 注意观察护理,了解患者治疗情况。

1.2.2试验组
试验组在参考组护理的基础上开展急诊护理流程管理：
(1)成立急诊护理流程小组,科室护理人参加,对小组成

员进行培训,可以采用护士长培训模式,也可以应用网络专家
培训方法,帮助护理人员掌握先进的护理技术。培训结束时进
行考核,考核合格人员才能参与护理工作[1]。 (2)急诊护理流
程。 患者来到医院后,护理人员要对患者进行评估,了解患者
病情,以便根据评估结果开展后期护理工作。开通患者静脉通
道,对患者进行常规检查。 在检查过程中与相关科室沟通,作
好治疗患者的准备,减少等待时间。 观察患者溶栓指征,如果
出现溶栓指征,护理人员要进行溶栓治疗,降低患者死亡率和
致残率[2]。 (3)心理护理：脑梗死病情重,死亡率高,许多患者在
治疗时担心治疗效果,引起心理紧张。 心理紧张会加重病情,
导致治疗效果不佳。护理人员要对患者进行心理指导,帮助患
者恢复心理健康状态。患者保将健康的心理状态,能提高急诊
治疗效果[2]。

1.3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I24.0软件处理数据,用 t和 x2 检验,以 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分诊时间和转诊时间情况
试验组和参考组分诊时间、转诊时间对照,见表 1：

表 1 两组分诊时间和转诊时间对照

2.2两组死亡率和护理满意度情况
试验组和参考组死亡率、护理满意率对照,见表 2：

表 2 两组死亡率和护理满意度对照

3讨论
在急性脑梗死患者治疗过程中,应用急诊护理流程管理,

效果理想。 其培训模式,能帮助护理人员提高专业技术,使其
应用熟练的护理技术提高护理质量。 其能够帮助患者开展急
诊治疗,开通绿色就诊通道,减少患者治疗时间。 心理护理,帮
助患者形成健康心态。

在本次研究过程中, 为了获得急性脑梗死采用急诊护理流
程管理效果,使用两组对照分析。 从两组分诊时间、转诊时间对
照中分析,试验组分别是 0.53±0.19(min)、36.73±4.92(min),参考
组分别是 2.83±1.21(min)、65.28±7.19(min),t=7.527,P =0.000,结
果有差异。 再从试验组和参考组死亡率、 护理满意率对照中分
析,试验组分别是 3.22%、96.77%,参考组是 16.12%、83.87%,x2=
21.131,P=0.000,结果有差异。上述分析表明,对急性脑梗死患者
采用急诊护理流程管理效果理想,可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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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例数
死亡率 护理满意度

例数 死亡率 例数 满意率

试验组 31（例） 1（例） 3.22% 30（例） 96.77%

参考组 31（例） 5（例） 16.12% 26（例） 83.87%

χ2 21.098 21.164

P 0.000 0.000

组别 例数 分诊时间 转诊时间

试验组 31（例） 0.53±0.19（min） 36.73±4.92（min）

参考组 31（例） 2.83±1.21（min） 65.28±7.19（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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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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