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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对急诊重度颅脑损伤患者护理的临床效果观察 

耿锦硕，黄 芝，王建新，熊丹丹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八医院  江西南昌 

【摘要】目的 探究优质护理对急诊重度颅脑损伤患者护理的临床效果和使用价值。方法 选取我院急

诊收治的重度颅脑损伤患者 52 例，将其按照随机分组法分为对照组（26 例，使用常规护理）和观察组（2
6 例，使用优质护理）。对两组的护理效果对比分析。结果 两组患者在接受护理后均取得一定效果，但观

察组在采用优质护理后，其相关时间指标、抢救成功率、护理满意度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 在急诊重度颅脑损伤患者护理中，采用优质护理能取得较佳的效果，可缩短其抢救时间，

提升其抢救成功率，提高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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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ect and application value of high-quality nursing care for 
emergency patients with severe brain injury. Methods 52 patients with severe craniocerebral injury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in emergency department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26 cases, using routine nursing) and 
observation group (26 cases, using high-quality nursing). The nursing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s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have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after receiving nursing care, but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using high-quality nursing care, its related time indicators, rescue success rate, nursing 
satisfaction are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In the 
emergency care of patients with severe craniocerebral injury, high-quality nursing can achieve better results, 
shorten their rescue time, improve their rescue success rate, and improve nursing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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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脑损伤是因暴力直接或间接作用于头部引起

颅脑组织的损伤。根据格拉斯哥昏迷记分法判定：

伤后昏迷 6 小时以上或再次昏迷者为重型颅脑损

伤。根据硬脑膜是否完整，可分为开放性颅脑损伤

和闭合性颅脑损伤两种类型[1-3]。临床表现为意识障

碍、头痛、恶心、呕吐、癫痫发作、肢体瘫痪、感

觉障碍、失语及偏盲等[4-6]。因此，需对急诊患者采

取合理有效的护理措施。本文研究了对急诊重度颅

脑损伤采用优质护理的临床效果，具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选取我院急诊于 2021.09-2022.09 月 1 年内收治

的重度颅脑损伤 52 例。将其按照随机分组法，分为

对照组（26 例，男 15 例，女 11 例，年龄 43.37±
3.26 岁）和观察组（26 例，男 14 例，女 12 例，年

龄 43.41±3.71 岁）。两组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包括接诊、护理评估、

会诊、术前准备等。观察组在此基础上采用优质护

理，具体包括： 
（1）心理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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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清醒患者因病症严重程度与治疗效果，会

产生焦虑不安负面情绪，而家属忧心其病情以及经

济负担也易出现忧虑情绪。因此，护理人员应做好

双重心理干预。给予家属安慰与鼓励，使其认识到

应以积极乐观的情绪面对家人病症。并在家属配合

下，对患者讲解病症预后知识，使其提升治疗信心，

逐渐缓解负面情绪。 
（2）呼吸道护理 
护理人员需维持患者呼吸道通畅，当其咳嗽无力

且痰液黏稠时，可使用轻拍其背部及振动排痰仪帮助

排痰，严重情况可使用气管切开方法。若患者出现呼

吸衰竭，则需进行机械通气治疗并使用吸痰、预防肺

部感染、人工气道等相关操作。在吸痰过程中，护理

人员应按照严格无菌标准且动作舒缓进行，吸痰时间

＜15s/次，并记录下痰液的黏度、性状、量等。 
（3）意识护理 
对于重型颅脑损伤患者，护理人员应重点观察患

者的意识状态，因为它属于颅脑损伤的程度，疾病的

发展趋势是一个重要标志，如果患者的意识从有到无

则需要考虑其有癫痫或继发性颅脑损伤，护理人员应

及时报告医生，并协助医生做好针对性治疗。 
（4）转运护理 
在患者生命体征基本稳定后，应及时向患者提

供 CT 等相关检查，以确定患者颅脑出血的位置和

损伤的具体严重程度。并且在检查之前需要对患者

进行转运，患者在转运过程中非常容易发生各种紧

急情况和事件，因此，护理人员将详细和全面地告

知家属患者在转运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各种风险和

问题，经家属同意和认可后才能开始转运工作。 
（5）并发症护理 
对于重型颅脑损伤患者，其病情较为严重，随

时可能发生变化，并可能出现许多相关的并发症。

因此，要求护理人员为患者提供更加细致的护理服

加强对患者的巡视，更好地了解患者可能出现的应

激性胃肠道溃疡、电解质紊乱、恶心呕吐、便秘、

继发性血肿等并发症。若患者已出现并发症，需及

时报告医生并采取相应处理措施。 
1.3 观察指标 
对两组相关时间指标进行对比，包括入院至接

受检查时间、进行各项常规检查时间、抢救时间、

住院时间；对两组抢救成功率进行对比，包括残疾、

植物人、死亡、成功；对两组护理满意度进行对比，

包括非常满意、满意、一般满意、不满意。满意度=
（非常满意+满意+一般满意）/总例数×100%。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2.0 软件分析，使用“ sx ± ”表示

计量资料，组间比较结果采用 t 检验；使用“n，%”

表示计数资料，组间比较结果采用 x2 检验。P＜0.05
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相关时间指标对比 
观察组相关时间指标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 1： 
2.2 两组抢救成功率对比 
观察组抢救成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 2： 
表 1 两组相关时间指标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入院至接受检查时间（min） 进行各项常规检查时间（min） 抢救时间（min） 住院时间（d） 

观察组 26 12.27±3.13 12.27±3.14 60.14±8.23 13.27±1.62 

对照组 26 21.05±3.22 16.85±4.27 78.17±10.24 18.62±2.05 

t - 9.979 4.406 6.998 10.441 

P - 0.001 0.001 0.001 0.001 

表 2 两组抢救成功率对比（n，%） 

组别 例数 残疾 植物人 死亡 成功 

观察组 26 2（7.69） 1（3.85） 0（0.00） 23（88.46） 

对照组 26 5（19.23） 3（11.54） 1（3.85） 17（65.38） 

t - 1.486 1.083 1.029 3.900 

P - 0.223 0.298 0.313 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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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组护理满意度对比 
观察组非常满意 7 例、满意 13 例、一般满意 6

例、不满意 0 例，满意度为 26（100.00%）；对照

组非常满意 5 例、满意 10 例、一般满意 7 例、不满

意 4 例，满意度为 22（84.62%）。观察组护理满意

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4.333，
P=0.037）。 

3 讨论 
颅脑损伤致死率极高，达 50%以上，分为轻度、

中度、重度三种程度。一般是因车祸、打击伤和挤

压伤、间接暴力造成，需采取紧急抢救、纠正休克、

抗感染以及手术治疗[7-10]。但其易引发坠积性肺炎、

上消化道出血、褥疮、肌肉萎缩、关节僵硬挛缩、

下肢深静脉血栓等并发症，使患者及其家属的生活

受到严重影响[11-12]。因此，对急诊重度颅脑损伤患

者采取合理有效的护理方法显得十分重要。 
优质护理是指以患者为中心，强化基础护理，

全面落实护理责任制，深化护理专业内涵，整体提

升护理服务水平。“以患者为中心”是指在思想观

念和医疗行为上,处处为患者着想,一切活动都要把

患者放在首位[13-15]。整体目标是紧紧围绕患者需求，

提高服务质量，控制服务成本，制定护理措施，简

化工作流程，为其提供“优质、高效、低耗、放心、

满意”的医疗服务。其内涵包括满足患者基本生活

需求，保证其安全，维持其躯体的舒适度，改善其

心理状态，取得其家庭与社会的协调和支持，用优

质护理的质量提升患者与社会的满意度，用理想的

效果提升医院的信誉度和医生、护士的满意度。其

能有效提高护理效果，改善患者心理状态，提升其

与家属的满意度，促进其康复[16]。 
综上所述，对急诊重度颅脑损伤患者采取优质

护理，能有效缩短患者抢救时间，提升其抢救成功

率，提高护理满意度。有较高使用价值，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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