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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出血昏迷患者急诊护理干预的效果分析 

孙成凤 

江苏省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连云港 

【摘要】目的 脑出血昏迷患者急诊护理干预的效果分析。方法 于 2020.1 至 2021.12 选择因脑出血昏迷而就

诊于我院急诊科的病人进行调研，本次调研共纳入 88 例病人。按照护理方案将其归纳为 2 个小组，每组均纳入

44 例病人。按照护理举措将其命名为常规组与调研组。常规组在本次调研中所采用的护理方案为传统产规护理。

调研组则采用护理干预。总结与探究 2 种护理方案实施效果与优异性。结果 护理前常规组、调研组 FIM 评分

结果并无明显差异，（P>0.05）.护理后常规组 FIM 评分改善，与护理前相比 FIM 评分提升，与护理前相比有

一定差异，（P<0.05）；护理后调研组 FIM 评分改善，与护理前相比 FIM 评分提升，与护理前相比有一定差异，

（P<0.05）。虽然经过护理常规组、调研组 FIM 评分均有所改善，但常规组 FIM 评分低于调研组，两组对照，

差异明显，（P<0.05）。结论 脑出血昏迷病人护理中，急诊护理干预实施效果优异，此方案可提高病人生命质

量，此方案值得临床应用与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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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emergency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coma patients with cerebral hemorrhage 

Chengfeng Sun 

The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Lianyungang City, Jiangsu Province Lianyungang, Jiangsu Province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emergency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coma patients with cerebral 
hemorrhage. Methods From 2020.1 to 2021.12, patients who were admitted to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 
due to cerebral hemorrhage and coma were selected for investigation. A total of 88 patients were included in this 
investigation. According to the nursing plan, they were divided into 2 groups, and each group included 44 patients. 
According to the nursing measures, they are named as routine group and research group. The nursing program adopted by 
the routine group in this investigation was traditional obstetric nursing. The research group adopted nursing intervention. 
Summarize and explore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and excellence of the two nursing programs.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FIM score between the routine group and the research group before nursing (P>0.05). After 
nursing, the routine group improved the FIM score, compared with before nursing, and there was a certain difference 
compared with before nursing, (P <0.05); after nursing, the FIM score of the investigation group improved, compared 
with before nursing, the FIM score increased, and there was a certain difference compared with before nursing, (P < 0.05). 
Although the FIM scores of the routine nursing group and the investigation group were improved, the FIM score of the 
routine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investigation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In the nursing of coma patients with cerebral hemorrhage, the effect of emergency nursing 
intervention is excellent. This scheme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This scheme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Keywords】Cerebral hemorrhage; Coma; Emergency nursing intervention 
 
脑出血在临床治疗中属于常见、多发疾病，此疾

病具备发病率高的特点，据临床不完全收集、统计资

料证实最近几年因脑出血而就诊于我科室的病人呈逐

年增高趋势[1]。脑出血也被称作为脑溢血，此疾病是指

病人在无任何外伤性情况下而诱发与引起脑实质内管

血管破裂情况，从而诱发与引起脑内出血问题，此疾

病属于临床较为常见的神经系统病变疾病。脑出血疾

病特殊，疾病进展速度快，大多数病人在脑部神经受

https://cn.oajrc.org/�


孙成凤                                                                  脑出血昏迷患者急诊护理干预的效果分析 

- 39 - 

到损坏后出现昏迷等情况进而给病人生命安全造成影

响与威胁[2-3]。脑出血昏迷在临床治疗中以对症治疗为

主，但由于疾病存有一定特殊性，为了更好的保证治

疗效果，在抢救治疗期间应配合护理干预。通常情况

下，临床常用护理干预为传统常规护理，但我科室为

了提高护理质量，则采用急诊护理干预方案。为了总

结与探究 2 种方案实施效果，于 2020.1 至 2021.12 选

择因脑出血昏迷而就诊于我院急诊科的病人进行调

研，具体实施情况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于 2020.1 至 2021.12 选择因脑出血昏迷而就诊于

我院急诊科的病人进行调研，本次调研共纳入 88 例病

人。按照护理方案将其归纳为 2 个小组，每组均纳入

44 例病人。按照护理举措将其命名为常规组与调研组。

常规组：n=44 例病人，其中男：n=22 例、女：n=22
例，年龄在 44 岁至 67 岁之间，中位年龄为 55.65 岁。

调研组：n=44 例病人，其中男：n=23 例、女：n=21
例，年龄在 45 岁至 66 岁之间，中位年龄为 55.66 岁。

参与本次调研的病人一般资料对照并无明显差异，

（P>0.05）。 
1.2 方法 
常规组在本次调研中所采用的护理方案为传统产

规护理，即为遵医嘱，协助医生完成抢救工作。 
调研组则采用护理干预，具体如下： 
（1）基础护理，病人入院后要绝对保持室内的安

静，协助病人绝对卧床休息，尽可能的减少搬动次数，

同时要保证室内的空气流通性，根据当天的温度，保

证室内温度在 20 度~26 度，湿度在 55%左右，保证室

内光线适宜，不能过暗或过于明亮，同时准备好抢救

所需要的药品，用品以及护理用品。 
（2）头部抬高护理，根据病人实际情况，将头部

抬高 15 度~30 度，同时协助病人选择偏卧位，促使静

脉血液回流，必要的情况下，将冰袋放置在病人头部。 
（3）导管护理，根据病人实际情况留置导尿管，

每 3~5 小时开放一次，按时按需冲洗，消毒以及更换。

另外要保证病人大便通畅，在病人饮食中增加缓泻剂

或纤维素。 
（4）血压干预，监测病人血压水平，保证病人收

缩压在 130~160 之间，如果病人血压水平高于 180，提

示可能出现重颅内高压。 
（5）肺部感染预防护理，护理人员每日应按时按

序开窗通风换气，保证室内空气流通性，另外应按时

协助病人分身以及叩背，在拍背时，护理人员手指应

弯曲且并拢，手掌成握杯状，以手腕带动力量进行扣

背，从肺底向上，从外向内轻轻叩背，叩背时间为每

次 5 分至 15 分钟为最佳，另外叩背时间应在餐后两小

时或是餐前 30 分钟。另外在叩背过程中，还应观察病

人鼻胃管位置是否出现移动，同时要根据病人实际情

况，保证病人每日摄入充足的水分，维持水解质电解

质平衡。 
（6）上消化道出血预防：脑出血昏迷疾病特殊，

会诱发与导致胃黏膜微循环障碍，容易诱发与引起缺

血、缺氧等情况，进而诱发与引起胃黏膜坏死，从而

诱发溃疡，为此要尽快以鼻饲方式给予脑出血病人牛

奶、米汤等营养食物，另外一方面还应保护病人胃粘

膜以及中和胃酸，还应保持病人胃肠道功能，根据病

人实际情况遵医嘱给予病人抑酸剂。在病人每次鼻饲

前都应根据实际情况回抽胃液，观察病人胃液颜色，

评估病人是否发生出血情况，如果发生异常，要立即

告知主治医生。 
（7）发热预防干预：日常护理中，根据病人实际

情况每日应给予病人足量的水分、营养物质，提高与

改善病人抵抗力，同时为病人提供保暖，避免病人受

凉，另外脑出血昏迷病人容易发生吸收热等情况，一

旦体温高于 38℃，要立即观察病人身体体温变化，必

要时候遵医嘱对病人实施物理降温。 
（8）压疮护理干预：日常护理中，护理人员要评

估病人疾病情况，根据实际情况制定警示标示，设立

床头翻身卡，按时、按需协助病人翻身，并对病人实

施叩背，必要情况下使用支撑垫、气垫床，同时对病

人实施营养干预，保证床铺的平整、干燥以及清洁。 
1.3 观察指标 
指标观察：（1）护理满意评分结果：采用评分方

式进行评价，总得分值为百分，得分越高证明病人或

是病人家属对于本次护理越为满意。此评分问卷为我

院自设问卷，共纳入 10 道题目，每道题目记录十分。

（2）并发症发生率：并发症为败血症、急性呼吸道梗

阻、电解质紊乱、肺栓塞、下肢静脉血栓。（3）临床

指标：从脑神经功能损伤程度方面进行评价。（4） FIM 
评分：评价病人生活质量，得分越高证明病人生活质

量越高。 
1.4 统计学 
统计学处理将本文采取的数据均纳入 SPSS25.0软

件中进行处理，对于技术资料以（n，%）表示，x2检

验，计量资料（均数±标准差）表示，t 检验，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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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常规组、调研组护理满意评分结果对照 
常规组：n=44 例，发放与回收 44 份有效问卷，通

过总结评分，证实病人满意此次护理，并给予 82.15±
1.15 分护理满意评分；调研组：n=44 例，发放与回收

44 份有效问卷，通过总结评分，证实病人十分满意此

次护理，并给予 89.09±1.16 分护理满意评分，常规组

护理满意评分结果与调研组护理满意评分结果对照，

常规组护理满意评分结果低、调研组护理满意评分结

果高，两组对照，差异明显，（P<0.05）。 
2.2 常规组、调研组并发症发生率对照 
常规组：n=44 例，并发症发生例数：n=10 例，其

中败血症：n=2 例、急性呼吸道梗阻：n=3 例、电解质

紊乱：n=1 例、肺栓塞：n=2 例、下肢静脉血栓：n=2
例，发生率为 10/44（22.73%）；调研组：n=44 例，

并发症发生例数：n=2 例，其中败血症：n=1 例、急性

呼吸道梗阻：n=1 例，发生率为 2/44（4.55%），常规

组并发症发生率为 22.73%，调研组并发症发生率为

4.55%，常规组并发症发生率与调研组并发症发生率对

照，常规组 22.73%的并发症发生率高于调研组的

4.55%，两组对照，差异明显，（P<0.05）。 
2.3 常规组、调研组临床指标对照 
常规组：n=44 例，脑神经功能损伤程度评分结果

为 19.7±1.5 分，调研组：n=44 例，脑神经功能损伤程

度评分结果为 14.9±1.1 分，常规组脑神经功能损伤程

度评分与调研组脑神经功能损伤程度评分对照，常规

组脑神经功能损伤程度评分高于调研组，两组对照，

差异明显，（P<0.05）。 
2.4 常规组、调研组 FIM 评分对照 
（1）护理前常规组、调研组 FIM 评分对照 
常规组： FIM 评分为 76.21±5.61 分；调研组： 

FIM 评分为 76.22±5.62 分，护理前常规组、调研组 
FIM 评分结果并无明显差异，（P>0.05）. 

（2）护理后常规组、调研组 FIM 评分对照 
常规组： FIM 评分为 91.11±1.35 分；调研组： 

FIM 评分为 112.06±3.22 分，护理后常规组 FIM 评
分改善，与护理前相比 FIM 评分提升，与护理前相比

有一定差异，（P<0.05）；护理后调研组 FIM 评分改

善，与护理前相比 FIM 评分提升，与护理前相比有一

定差异，（P<0.05）。虽然经过护理常规组、调研组

FIM 评分均有所改善，但常规组 FIM 评分低于调研

组，两组对照，差异明显，（P<0.05）。 

3 讨论 
脑出血在临床治疗中属于常见且多发疾病，此疾

病具备发病率高的特点，据临床不完全收集、统计资

料证实，最近几年脑出血发生率呈逐年增高趋势[4]。脑

出血又叫脑溢血，是指脑内的动脉破裂引起的脑内的

出血，脑出血有很多种原因，最常见的是高血压导致

的脑出血，还有一些原因是跟脑内的血管的病变有关

系，包括动脉瘤可以导致蛛网膜下腔出血[5-6]。脑出血

可以发生在各个年龄段与性别中，但以老年人为常见，

脑出血疾病特殊，病死率、致残率均较高平[7]。脑出血

疾病特殊，疾病进展速度快，而且危险性高，疾病发

生后容易诱发与引起各种并发症，给病人生命安全造

成严重的影响与威胁。现如今，脑出血已经成为常见、

多发的急症重症之一，因脑出血死亡例数占总死亡率

的一般，其中以脑出血昏迷病人居多。脑出血昏迷在

临床治疗中，以对症治疗为主，以护理干预为辅，有

效的护理干预，可提高治疗效果，改善临床症状。通

常情况下，临床常用护理方案为传统常规护理，这种

护理方案虽然有效，但实施效果不太理想，为了提高

护理质量，我科室采用了急诊科护理干预方案。急诊

科护理干预中，在实施期间处处分析护理期间的潜在

问题，进而保证病人生命安全。另外，在疾病护理，

充分分析、评估病人身体情况，能够及时找到传统常

规护理中的不足之处，进而改善与降低肺部感染、再

出血等意外情况的发生，从而降低并发症发生率。 
综上所述，脑出血昏迷病人护理中，急诊护理干

预实施效果优异，此方案可提高病人生命质量，此方

案值得临床应用与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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