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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护理在偏头痛患者护理中的应用研究 

章芝玲 

浏阳市集里医院  湖南浏阳 

【摘要】目的 分析偏头痛患者护理中针对性护理的干预效果。方法 选取我院近 2 年（2019 年 8 月-20
21 年 9 月）收治的偏头痛患者 90 例，回顾临床资料。将实施针对性护理的 45 例患者作为观察组，将实施

常规护理的 45 例患者作为对照组。观察两组护理效果。结果 观察组患者焦虑、抑郁情绪评分改善情况更

佳，疼痛程度更低，护理满意度更高，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通过实施针对性

护理，可有效改善偏头痛患者负性情绪，降低疼痛感，有利于护理效果的提高，同时提升患者对临床护理

工作的满意度，临床应用价值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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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of targeted nursing in the nursing of migraine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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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targeted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the nursing of migraine 
patients. Methods 90 patients with migrain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in recent 2 years (August 2019 September 2021) 
were selected, and the clinical data were reviewed. 45 patients who received targeted nursing were taken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45 patients who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were taken as the control group. Observe the 
nursing effect of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better improvement i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ores, lower pain and higher nursing satisfaction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he implementation of targeted nursing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negative mood of migraine patients, 
reduce the pain, improve the nursing effect, and improve the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with clinical nursing work. It 
has definite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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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头痛是一种多发的持续性头痛，以搏动性疼

痛为主。多发于青少年和女性，一般内分泌变化、

过劳、睡眠不足、紧张、情绪不稳等容易诱发[1]。

该病症是神经内科常见的一种疾病，且反复发作，

会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临床针对偏头痛的

治疗以终止头痛发作、缓解伴发症状和预防复发为

原则。具体治疗药物分为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

而实际治疗中缺乏一直有效的解决方案，但给予偏

头痛患者科学有效的护理干预，能极大程度上改善

临床症状，从而促进病情的康复[2]。对此，我们对

偏头痛患者进行了针对性护理干预，取得了满意的

效果，现报道如下： 
1 研究资料及方法 

1.1 研究资料 
选取我院近 2 年收治的偏头痛患者，回顾分析

探讨护理效果。其中 45 例对照组患者（男 19 例，

女 26 例）年龄在 18-73 岁（平均 45.54±2.18 岁）；

病程 2-11 年（平均 6.52±1.24 年）。45 例观察组患

者（男 21 例，女 24 例）年龄在 22-74 岁（平均

48.16±3.17 岁）；病程 2-11 年（平均 6.53±1.20 年）。

上述病例资料比较均衡性良好(P>0.05) ，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采取针对性

护理干预，具体措施如下： 
（1）临床研究可知，季节与气候变化是引起偏

头痛的影响因素之一。如果不注意气候变化和换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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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暖，常感受风寒、湿热、邪气，就容易引起头痛，

尤其是汗出当风或者感受寒湿侵袭，都容易引起偏

头痛发作。所以需要对气候的变化产生重视，提醒

和指导患者增添衣物。加强环境护理，为其提供整

沽干净的休息环境，定时开窗通风，维持室内空气

清新，保证温湿度适宜，病房安静，便于患者获得

充足的睡眠。 
（2）情绪方面，如果平时常生气、上火或者紧

张、焦虑、思虑过度、精神压力大，也容易引发偏

头痛。原因是精神负担会导致身体产生应激反应，

使得情绪波动、血压上升、肌肉紧张，如无法及时

解除压力，就会出现偏头痛。对此，护理人员应根

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实施针对性的心理护理，这对减

少精神负担，保持乐观心态有重要作用。首先，护

理人员应主动与患者进行语言交流和情感沟通，了

解患者不良情绪的发生原因，再有针对性的制定心

理干预计划。可向患者介绍治疗成功的案例，或邀

请这类患者现身说法，鼓励患者与其交流，使其树

立战胜疾病的信心，从而积极主动配合医疗护理工

作，提高临床治疗效果。 
（3）生活饮食方面，如果饮食上不注意，过度

的抽烟喝酒，或者常进食一些油腻、不好消化的食

物，会影响脾胃功能，也容易引起偏头痛发作。所

以，应加强患者饮食护理，指导患者维持健康的饮

食规律，嘱其尽量控制脂肪和盐的摄入量,尽量不要

饮用咖啡、浓茶等饮料。保持饮食清淡，鼓励患者

多食用水果蔬菜。此外，充足的睡眠对治疗偏头痛

也可起到重要作用，保持较高的睡眠质量非常重要。

要求护理人员多留意患者的作息时间和休息时间，

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生物钟，并告知患者做

到早睡早起。还可指导其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睡

前饮用热牛奶或用温开水泡脚，使患者养成一个良

好的生活习惯。 
（4）其他方面，研究表明有偏头痛的女性大多

数都在月经期前后发病，原因是因为卵巢在月经期

前分泌较多荷尔蒙，内分泌失调，就会出现偏头痛。

指导患者进行头部按摩，取百会穴、太阳穴等 3-5
个穴位，以适当力度按压，有助于缓解疼痛感。由

于患者缺乏对偏头痛的全面了解，因而对于部分诱

发因素做不到自发避免。给予合理的健康宣传教育，

针对患者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等普及偏头痛知识，

详细讲解疾病有关知识，帮助患者深入认识疾病，

从而主动接受治疗，这对引导他们形成健康的日常

生活习惯，深入了解自身疾病，掌握自我护理方法,
提高疗效，提升患者对护理满意程度有积极意义。 

1.3 统计学方法 
用统计学软件（SPSS23.0 版本）分析数据。 
1.4 观察指标 
测定两组患者心理状况评分、疼痛评分情况。

同时统计两组护理满意度。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心理状况评分对比 
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心理状况评分对比（ ）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 

SAS 评分 SDS 评分 SAS 评分 SDS 评分 

观察组 45 57.26±3.45 59.46±3.14 23.16±2.18 25.14±2.16 

对照组 45 57.69±3.46 59.58±3.12 38.46±3.26 39.41±3.22 

t - 0.590 0.182 26.171 24.688 

P - 0.557 0.856 0.001 0.001 

 
2.2 两组患者疼痛评分对比 
本研究结果显示，干预前，观察组、对照组疼

痛评分分别为（4.87±0.16）分、（4.89±0.15）分。

其中 t 值=0.612，P 值=0.542。可知，组间对比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观察组、对照

组疼痛评分分别为（1.23±0.07）分、（2.59±0.14）

s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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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其中 t 值=58.256，P 值=0.001。可知，组间对

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3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度 93. 

33%，其中非常满意 31 例，满意 11 例，不满意 3
例；对照组患者护理满意度 75.56%，其中非常满意

26 例，满意 8 例，不满意 11 例。其中 X2 值=39.805，
P 值=0.001。可知，组间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3 讨论 
偏头痛是一种慢性发作性神经血管疾病,临床

上以发作性、偏侧、搏动样头痛为主要临床特征,常
伴有伴恶心、呕吐、畏光、畏声、流泪等症[3]。临

床上，头痛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至今人不知道确

切的发病机制，但这一疾病的发生与神经生物学障

碍有关。偏头痛是整个中枢神经系统，尤其是感觉

系统的紊乱，血流在大脑皮层流动时伴随着预兆的

开始，并且是在头痛减轻前或与头痛同时开始，提

示该疾病的发生是一种有生物因素引起的，例如遗

传或新陈代谢。偏头痛发作时延髓呕吐中枢激活，

而恶心、呕吐是一种保护性反射，大多数人呕吐之

后偏头痛会减轻[4]。 
随着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和压力的不断增大，

偏头痛患者的发病率逐年升高，且有年轻趋势。故

而对患者采取积极有效的治疗措施之外，给予科学

有效的护理干预也尤为重要[5-6]。本研究中，向患者

实施针对性护理干预措施，结合临床护理经验，满

足患者的需求，从环境、心理、饮食、睡眠、健康

指导、用药等方面给予有针对性的护理措施。通过

重视气候与季节的变化，嘱其增添衣物，营造环境

的整洁卫生，有助于病情的进一步恢复。通过心理

支持，帮助患者缓解精神负担，同时配合家庭情感

支持，进一步改善其负性心理，从而有利于治疗效

果的提升。通过加强患者饮食护理，指导其形成健

康良好的饮食习惯，能进一步控制病情的进展，有

利于身心的健康发展。嘱其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

运动习惯，能很好地提高睡眠质量，有助于健康生

活行为的培养。通过健康宣教，帮助其深入认识疾

病，从而积极主动配合临床护理工作，同时指导其

进行适当的穴位按摩，有利于身心的健康发展，提

高临床治疗效果。由于该疾病需要长期坚持治疗，

患者在家治疗过程中可能存在用药依从性下降的情

况，对此，加强用药护理，告知遵医嘱正确用药的

重要性和目的，对促进疾病的康复，提升预后有重

要作用。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心理状况评

分明显降低，疼痛程度明显缓解，且对护理满意度

情较高。说明上述护理措施的临床应用价值较高，

可有效缓解患者负性心理应激，从而提高对疼痛的

耐受力，有利于临床症状的改善，提高护理满意度。

但本研究未对患者进行长期随访工作，故远期疗效

和复发情况有待进一步证实和研究。 
综上所述，针对性护理干预在偏头痛患者护理

中效果显著，对提高临床护理效果，缓解不良心理

情绪，降低疼痛感，提高满意度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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