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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护理干预应用在脑卒中继发癫痫患者护理活动中的临床效果观察 

王育新 

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康达医院  江苏宿迁 

【摘要】目的 分析综合护理干预应用在脑卒中继发癫痫患者护理活动中的临床效果。方法 选取 2021
年 06 月-2022 年 06 月收治的 30 例脑卒中继发癫痫患者，随机分为研究组与对照组，每组 15 例。对照组实

施常规护理模式，研究组实施综合护理干预模式，对比两组护理前后生活自理能力（ADL）与运动能力、

护理满意度。结果 护理前两组 ADL、运动能力评分对比无明显差异（P＞0.05），护理后研究组患者 ADL、
运动能力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患者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脑卒中继

发癫痫患者在护理活动当中，实施综合护理干预模式效果更为显著，可有效提高生活自理能力与运动能力，

促使护理满意度能够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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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the nursing 
activities of patients with epilepsy secondary to stroke. Methods 30 patients with epilepsy secondary to stroke from 
May 2021 to January 2022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study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ith 15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implemented the routine nursing mode and the study group implemented the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mode. The ADL, motor ability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DL and motor ability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nursing (P>0.05). After nursing, the ADL and motor ability scores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in the nursing activities of patients with epilepsy secondary to stroke,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mode has a more significant effect, which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ir self-care ability and exercise ability, and promote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of nursing satisfaction. 

【Keywords】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Cerebral apoplexy is secondary to epilepsy; Self care 
ability; Athletic ability 
 

脑卒中是机一种突发性疾病，主要是因为颅脑

内部血管堵塞或破裂所致的一种病理性改变疾病，

主要表现为头痛、肢体一侧偏瘫或呛咳、呕吐等症

状，随着患者神经功能损伤的不断加重，还可能会

出现继发性癫痫，不但影响患者后期的康复效果，

还会威胁到患者的生命安全[1-2]。在常规护理措施当

中，主要是满足患者的生理需求，却忽视了患者机

体与心理功能的恢复，导致治疗效果并不理想[3]。

因此，在临床上实施针对性、有效性的护理措施十

分重要。综合护理干预主要是从患者自身实际情况

出发，详细了解患者的心理需求，并为其制定针对

性、人性化的护理干预措施，可有效降低多种不良

事件的发生概率，在康复护理当中已经得到了广泛

的应用[4-5]。因此，本文中针对综合护理干预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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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展开研究，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本资料 
选取 2021 年 06 月-2022 年 06 月收治的 30 例脑

卒中继发癫痫患者，对照组男 8 例，女 7 例，平均

年龄（62.74±4.43）岁，研究组男 6 例，女 9 例，

平均年龄（62.03±4.66）岁。两组一般资料对比，P
＞0.05。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式，密切监测患者生

命体征、病情变化，严格遵照医嘱对患者进行正确

用药。 
研究组：采用综合护理干预，具体内容为：（1）

病情监测：患者在癫痫发作时，其呼吸道内分泌物

会明显增多，严重有可能会出现意识模糊等情况，

为了进一步确保呼吸道通畅，以免出现神经性损伤、

呼吸衰竭等症状，医护人员可通过吸痰、气管插管

等方式，清除患者呼吸道内分泌，确保脑部血氧正

常供给。（2）用药护理：患者在临床治疗期间，医

护人员应监督患者养成良好的用药习惯，确保患者

可以按时按量服用药物，以免出现漏服、少服等情

况，此外，护理医护人员还应随时监测患者生命体

征变化，并观察患者用药后是否出现临床不良反应，

如果出现异常指标应在第一时间向医生汇报。（3）
心理护理：脑卒中继发癫痫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一

种危重病症，患者在发病后会出现焦虑、抵触、绝

望、抑郁等不良情绪，为了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

医护人员应积极、主动与患者建立有效沟通，并密

切监测患者心理变化，向患者详细讲解临床治疗与

护理方案，促使患者心态放松，缓解不良情绪，继

而树立康复与治疗的自信心。（4）饮食护理：根据

患者的实际情况，医护人员应为其制定合理的膳食

计划，叮嘱患者饮食上多食易消化、高维生素类食

物，来改善体质，以免出现水电解质紊乱等情况。 
1.3 观察指标 
（1）采用 ADL 生活自理能力评分量表与 Fug-

Meyer 运动能力评分表，来评估患者生活自理能力

与运动能力，分数越高，护理效果越好。 
（2）对比两组护理满意度。 
1.4 数据分析 
所有数据应用 SPSS25.0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

和整理。用 t 检验计量数据，用 χ2 进行检验计数数

据，分别用（ sx ± ）、[n（%）]来表示。如果 P<0.05，
说明两组之间有较大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 ADL、运动能力 
护理前两组 ADL、运动能力评分对比无明显差

异（P＞0.05），护理后研究组患者 ADL、运动能力

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2.2 对比护理满意度 
研究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见

表 2。 

表 1  对比 ADL、运动能力（ sx ± ；分） 

组别 
ADL 运动能力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n=15） 34.32±2.10 62.32±2.51 33.85±3.02 87.66±2.05 

对照组（n=15） 33.82±1.74 55.34±1.02 33.45±2.08 69.58±2.12 

t 0.7101 9.9779 0.4225 23.7444 

p 0.4835 0.0000 0.6759 0.0000 

表 2  对比两组护理满意度（n/%；例） 

组别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研究组（n=15） 10（66.67%） 4（26.67%） 1（6.67%） 14（93.33%） 

对照组（n=15） 4（26.67%） 5（33.33%） 6（40.00%） 9（60.00%） 

χ2 - - - 4.6584 

p - - - 0.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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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脑卒中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脑血管疾病，疾病

在发作时，可能会导致多种危重疾病的发生，同时，

也极易导致多种危重并发症的发生，进一步导致弥

漫性、局灶性脑功能缺失，严重威胁着患者的生命

安全[6]。为了进一步提高临床治疗效果，预防多种

不良事件的发生，患者在临床治疗期间，还应该实

施优质的护理干预方式。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护理后研究组患者 ADL、

运动能力评分均高于对照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

组（P＜0.05）。研究结果提示，综合护理干预在脑

卒中继发癫痫患者中应用效果比较显著[7-8]。在临床

实施护理过程中，通过病情监测、用药护理、心理

疏导、饮食护理等多种方式，可以监测患者的生命

体征变化，增加患者对自身疾病的认知程度，纠正

不良生活饮食习惯，通过疾病观察与用药护理能够

进一步控制疾病的发展，帮助患者缓解不良症状，

改善预后[9-10]。 
综上所述，脑卒中继发癫痫患者在护理活动当

中，实施综合护理干预模式效果更为显著，可有效

提高生活自理能力与运动能力，促使护理满意度能

够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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