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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干预对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头痛的影响

张柯柯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湖北武汉

【摘要】目的 分析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采用护理干预对头痛的具体影响。方法 采用 2021年 9月-2022年 9
月我院收治的 79例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 39例，观察组 40例，分别实行常规护理、优质化护

理干预，对两组患者头痛情况、不良心理状态评分及生活质量进行评估比较。结果 与对照组相较，观察组头痛

持续时间更短、头痛次数更少，患者不良心理状态评分更低，生活质量评分更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采用有效的护理干预在临床中具有重要应用意义，可以有效缓解疼痛情况，并改善不

良心理状态，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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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headache in patients with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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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specific effects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headache in patients with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Methods A total of 79 patients with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September 2021 to September 2022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39 cases) and observation group (40
cases). Routine nursing and high-quality nursing intervention were performed, respectively, to evaluate and compare the
headache, adverse psychological status score and quality of life of the two groups.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duration of headach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horter, the frequency of headache was less, the score of
adverse psychological state was lower, and the score of quality of life was higher,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Conclusion The use of effect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patients with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clinical application, which can effectively relieve the pain, improve the adverse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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蛛网膜下腔出血主要由于患者脑部出现血管破裂

情况，使血液流入蛛网下腔造成的一种综合性病症表

现，该疾病占脑卒中的 10%，相关数据统计发病率约

为 9.1/10万人，多见于 40～60岁中老年人群，具有较

高的临床风险性[1-2]。主要以头痛为常见病症表现，随

着病症的加重及头痛程度的加重，可导致患者出现烦

躁、焦虑及抑郁等不良情况[3-4]。本文主要针对蛛网膜

下腔出血患者采用护理干预分析对其头痛的具体影响，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采用 2021年 9月-2022年 9月我院收治的 79例蛛

网膜下腔出血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 39例，观察组 40

例，分别实行常规护理、优质化护理干预。其中对照

组女 21例，男 18例，年龄 35～71（49.63±3.17）岁；

观察组女 21例，男 19例，年龄 35～72（50.17±3.19），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患者均自愿参与。

1.2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主要为协助医师进行救治

工作，并遵医嘱进行用药指导，密切观察病情变化，

告知患者及家属应当尽量避免精神刺激，及时调整患

者体位等。

观察组应用优质护理干预（1）心理引导 护理人

员及时对患者进行心理引导和情绪观察在蛛网膜下腔

出血患者中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多与患者沟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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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舒缓音乐，讲解健康知识等来转移患者注意力，

改善患者的情绪状态，使患者获得积极的治疗心态，

并增加其治疗信心。（2）环境护理 创造安静舒适的

住院环境，在合理条件下对室内局部进行布置，增加

患者的舒适感，并及时调节室内温湿度，调整床位角

度等。（3）头痛护理 对患者的头痛进行评估，针对

头痛较轻的患者通过物理降温、冰敷额头、调节呼吸

等方法改善疼痛症状，针对症状较重的患者应当及时

告知医师，遵医嘱用药及时缓解疼痛。（4）饮食指导

治疗期间要保证患者的营养均衡，以清淡、易消化饮

食为主，指导患者高蛋白、高维生素饮食，避免辛辣、

刺激的食物，以利于整体康复；（5）体位训练 患者

生命体征平稳后及时地进行关节组织的活动训练，促

进机体功能的护理，利于患者基础生活功能的恢复。

1.3观察指标

头痛情况：分别记录护理干预实行后患者头痛发

作次数、持续时间，并参照视觉疼痛评估 VAS评分来

对头痛的程度进行评估，评分 0～10分，分数越高表

示疼痛程度越明显，进行统计比较。

不良心理状态：参照 SDS、SAS 评分量表对患者

的焦虑、抑郁情绪进行评估并进行统计比较。

生活质量：参照 SF-36 生活质量评估量表对患者

的生活质量进行评估，评分标准 0～100分，分数越高

表示生活质量越高。

1.4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 SPSS21.0软件中分析，计量资料比较

采用 t 检验，并以（χ±s）表示，率计数资料采用χ2

检验，并以率（%）表示，（P<0.05）为差异显著，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两组头痛情况比较

与对照组相较，观察组头痛次数更少，头痛持续

时间更短，头痛程度评分更低（P＜0.05），见表 1。
2.2两组不良心理状态评分比较

与对照组相较，观察组不良心理状态评分更低（P
＜0.05），见表 2。

2.3两组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与对照组相较，观察组生活质量评分更高（P＜
0.05），见表 2。

3 讨论

蛛网膜下腔出血（subarachnoid hemorrhage，SAH）
由于发病较为突然，因此临床风险较高，具有较高的

死亡率及发病率，SAH 死亡率随着发病次数而增加，

在目前的相关性调查中 SAH发病死亡率为 15%，再次

发作死亡率为 40%，三次发作也死亡率高达 70%以上，

而在我国每年约 3万人受到 SAH的威胁，对其生命造

成较大的威胁，其中病症主要表现为剧烈性、突然性

的头痛，而频繁剧烈地头痛又会诱发患者出现较为严

重的不良情绪，进一步影响机体的恢复，且降低整体

生活质量，因此护理干预具有重要意义[5-6]。

常规护理针对病情进行检测，并遵医嘱实行救治

及用药干预，在保障患者的生命健康中具有良好效果。

而优质护理干预则是建立于常规护理基础上，将各项

临床护理做到优质化，综合性提升患者的临床舒适度，

减少患者不适感，并针对患者实行饮食指导、活动指

导、环境干预等，力争将临床护理干预做到最优，综

合性地降低相关性临床风险，且实行及时的心理引导，

保障患者的情绪稳定性，避免疾病恶化发生，并通过

采用疼痛护理及时缓解疼痛症状，避免持续性疼痛引

起的烦躁及负面情绪[7]。在本次研究结果中也获得良好

效果，与对照组相较，观察组患者头痛次数、发作频

率及程度均得以改善，其不良心理状态评分更低，生

活质量评分也更高，明确表示护理干预应用于临床中

具有重要效果。分析其原因主要由于 SAH 患者发病突

然，且病症疼痛剧烈对患者带来极大的痛苦，而治疗

过程往往较为紧急，若不实施护理干预仅采取常规救

治，一方面加剧患者的恐惧、害怕等情绪，严重者出

现抵触治疗，降低配合度，不利于整体治疗的实施，

另一方面无法保障患者的临床舒适度[8]。

综上所述，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采用有效的护理

干预在临床中具有重要应用意义，有效缓解疼痛情况，

并改善不良心理状态，提高生活质量，应用效果较佳。

表 1 两组头痛情况比较（χ±s）

组别 例数 头痛发作次数（次/d） 头痛持续时间（min） 头痛程度评分（分）

观察组 40 4.12±1.08 12.38±7.27 9.68±3.37

对照组 39 6.45±1.56 18.76±5.61 20.58±3.7

t - 9.035 5.106 15.914

P - 0.001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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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不良心理状态评分比较（χ±s）

组别 例数
SDS评分 SAS 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40 60.74±9.63 32.17±5.19 61.82±10.67 30.69±5.83

对照组 39 59.87±9.54 41.69±6.78 60.17±10.57 47.69±7.58

t - 0.574 4.576 0.843 5.967

P - 0.569 0.001 0.457 0.001

表 3 两组生活质量评分比较[n,（%）]

各项生活质量指标 观察组（n=40） 对照组（n=39） t值 P值

躯体功能 81.97±6.53 74.16±5.82 4.169 0.011

躯体疼痛 82.76±6.85 71.54±5.96 5.357 0.003

躯体角色 81.74±6.96 73.56±6.32 4.643 0.007

心理状态 84.79±8.53 72.19±6.84 6.786 0.001

社会功能 83.79±7.19 73.69±7.38 5.163 0.004

情绪角色 82.96±7.54 71.96±5.74 9.834 0.001

活力 80.96±6.73 72.39±7.15 5.647 0.002

总体健康状况 84.19±7.86 74.37±7.86 6.369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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