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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护理对脑供血不足头晕患者的效果观察及价值体会 

王海霞 

香河县中西医结合医院  河北廊坊 

【摘要】目的 探析脑供血不足头晕患者行针对性护理的临床效果。方法 纳入研究对象的收治时间为 2021
年 1 月至 2022 年 7 月，共为 371 例脑供血不足头晕患者，将其分为两组，应用常规护理于对照组（185 例），在

此基础上为观察组（186 例）实施针对性护理，分组方式为随机数字表法，观察两组头晕频率、头晕持续时间、

生活质量与护理满意度。结果 两组护理后相比于护理前，头晕频率已减少，两组之间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明显少于对照组；两组护理后相比于护理前，头晕持续时间已缩短，两组之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观察组明显短于对照组；两组护理后健康调查简表（SF-36）量表中 8 项指标评分、护理满意

度比较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均明显高于对照组。结论 予以脑供血不足头晕患者针对性护理，

可减少头晕频率，缩短头晕持续时间，提升生活质量与护理满意度。 
【关键词】针对性护理；脑供血不足；头晕；生活质量 

 
Effect observation and value experience of targeted nursing on patients 

with dizziness due to cerebral insufficiency 

Haixia Wang 

Xianghe County Hospital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Langfang, Hebei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argeted nursing in patients with insufficient cerebral blood 
supply. Methods included in the study object admission time from January 2021 to July 2022, a total of 371 patients with 
insufficient cerebral blood supply dizziness, it is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pply routine care in the control group (185 
cases), on this basis for observation group (186 cases) targeted care, grouping way for random digital table method, 
observe two groups of dizziness frequency, dizziness duration, quality of lif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Results the 
frequency of dizziness was decreased, the two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argeted care 
for dizziness patients with insufficient cerebral blood supply can reduce the frequency of dizziness, shorten the duration 
of dizzines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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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供血不足是指脑功能因为脑组织局部血液供应

不足发生障碍后出现头晕与头痛等症状的一种疾病，

该病可引起多梦、失眠与注意力不集中等状况，并且

该病的诱因较为复杂，包括动脉硬化、高血压等[1]。目

前，针对脑供血不足头晕患者的治疗，以改善头晕症

状、保护残存神经功能等为主要目的。既往研究表明，

在治疗基础上开展针对性护理，可使护理内容的科学

性与可行性提升，尽可能满足患者的需求，进一步改

善病情与预后[2]。鉴此情况，本院纳入 371 例脑供血不

足头晕患者进行研究，针对针对性护理的应用价值进

行研究。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371 例 2021 年 1 月至 2022 年 7 月时段进入

本院诊治的脑供血不足头晕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通过

随机数字表法分组（对照组、观察组）。参与研究者

基线资料见表 1，两组比较无差异（P＞0.05）。 
纳入标准：患者经体格检查、数字化减影血管造

影检查等确诊为脑供血不足，且伴随头晕与头痛等症

状；患者与家属同意加入研究。 
排除标准：合并传染性疾病、精神疾病者；合并

肝肾功能严重障碍者；合并内分泌系统疾病者；合并

恶性肿瘤者；依从性差或中途退出研究者；因其他因

素与疾病引起头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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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n 
性别 年龄（岁） 病程（d） 

男 女 范围 均值 范围 均值 

对照组 185 98（52.97） 87（47.03） 50～75 63.28±5.13 1～10 5.64±1.09 

观察组 186 96（51.61） 90（48.39） 50～75 63.19±5.24 1～10 5.70±1.12 

t 值 - 0.069 0.069 - 0.167 - 0.523 

P 值 - 0.793 0.793 - 0.867 - 0.601 

 
1.2 方法 
应用常规护理于对照组，方法：以诊断结果为依

据，准确评估患者病情，并制定出护理方案，及时向

主治医生反馈患者病情，遵医嘱指导患者服药治疗，

并且治疗后观察其症状变化情况；在护理期间，开展

健康宣教，为患者讲解疾病诱因、治疗方法与缓解头

痛的方法。 
在此基础上为观察组实施针对性护理，方法：（1）

用药指导：治疗时为患者与家属讲解药物治疗的作用，

提醒患者不可随意增减药物剂量或是中断用药；针对

存在抗拒情绪的患者，强调遵医嘱治疗的必要性，引

导患者认识到疾病危害后提升依从性；针对担忧疗效

与预后的患者，主动分享治疗成功案例，在治疗期间

及时观察患者用药后情况，及时对不良反应进行处理。

（2）心理护理：巡视病房时观察患者情绪状态，针对

出现焦虑与抑郁情绪的患者，及时予以安抚；针对暴

躁情绪患者，传授改善情绪的技巧与方法，引导患者

转移注意力。（3）运动指导：结合患者的兴趣爱好提

供运动指导，其中包括慢跑、散步与打太极等舒缓运

动，每日运动 30～45min，在日常生活中避免做激烈运

动；夜间休息时可热水泡脚后按摩脚底，再应用手拇

指按压脚拇指。（4）健康指导：提前了解患者对脑供

血不足与头晕的认知程度，视患者实际情况针对性地

提供指导，纠正患者存在的不良生活行为，叮嘱患者

在日常生活中多食用新鲜蔬菜水果、鱼肉、黑木耳等

食物，尽可能保持足够的睡眠时间。 
1.3 观察指标 
（1）头晕频率；（2）头晕持续时间；（3）生活

质量：将健康调查简表（SF-36）评分作为评估工具，

各维度得分越高表明生活质量越优；（4）护理满意度：

将自制《护理满意度调查问卷》作为评估工具，护理

满意度根据高度满意率与基本满意率计算，其中≥90
分为高度满意，80～89 分为基本满意，≤79 分为不满

意。 
1.4 统计学方法 
处理工具为 SPSS22.0 统计软件。计量数据（ sx ± ）

比较行 t 检验，计数数据（%）比较行 χ2
检验。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以 P＜0.05 表示。 
2 结果 
2.1 两组头晕频率比较 
两组前比较头晕频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两组护理后相比于护理前，头晕频率已减少，

观察组明显少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2.2 两组头晕持续时间比较 
两组前比较头晕持续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两组护理后相比于护理前，头晕持续时间已

缩短，表 3 显示，观察组明显短于对照组（P＜0.05）。 
2.3 两组生活质量比较 
两组护理后 SF-36 量表中 8 项指标评分比较，观

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4。 

表 2  两组头晕频率对比（次/月， sx ± ） 

组别 n 护理前 护理后 t 值 P 值 

对照组 185 6.45±2.35 3.24±1.08 16.882 0.000 

观察组 186 6.70±2.19 1.57±0.36 31.523 0.000 

t 值 - 1.060 20.001   

P 值 - 0.29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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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两组头晕持续时间对比（min， sx ± ） 

组别 n 护理前 护理后 t 值 P 值 

对照组 185 11.55±3.24 6.75±2.08 16.957 0.000 

观察组 186 11.36±3.38 3.96±2.14 25.227 0.000 

t 值 - 0.553 12.733   

P 值 - 0.581 0.000   

表 4  两组 SF-36 评分对比（分， sx ± ） 

组别 生理机能 躯体疼痛 生理职能 健康状况 社会功能 精力 情感职能 精神健康 
对照组 

（n=185） 
62.39±4.83 79.63±5.32 73.13±5.02 77.12±5.03 68.29±5.46 81.46±3.79 73.24±5.28 81.67±5.24 

观察组 
（n=186） 

82.56±4.75 91.23±5.49 90.36±5.18 90.49±5.78 88.37±5.24 90.15±3.84 90.45±3.25 90.52±5.88 

t 值 40.553 20.665 32.531 23.761 36.141 21.936 37.829 15.302 

P 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2.4 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 
对照组高度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各为 88 例

（47.57%）、72 例（38.92%）、25 例（13.51%），护

理满意度为 86.49%；观察组高度满意、基本满意、不

满意各为 111 例（59.68%）、70 例（37.63%）、5 例

（2.69%），护理满意度为 97.31%；两组护理满意度

比较，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3 讨论 
脑供血不足多发生于患有高血脂、高血压等常见疾

病的老年患者群体中，该病患者在病情发作时会出现头

晕、短暂性昏厥与意识丧失等症状，极易造成脑梗死与

痴呆，对身心健康构成威胁[3]。头晕是脑供血不足患者

最常出现的症状之一，在治疗上虽然患者遵医嘱用药能

够促进病情的改善，但头晕发作突然，不利于患者日常

生活与工作[4]。因此治疗期间需借助临床具备的作用促

进疗效的提升，帮助患者进一步缓解病情[5]。 
针对性护理是护理人员分析患者治疗期间各项情

况，并结合疾病特点后对护理方案进行制定并实施，

其相对于常规护理而言更具全面与针对等特点，能够

引导患者树立治疗信心，接受专业指导后有效提高康

复效果[6]。张静[7]研究报道，在脑供血不足头晕患者中

应用全面护理的效果显著，分析本研究结果可知，两

组护理后相比于护理前，头晕频率已减少，两组之间

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明显少于对照

组；两组护理后相比于护理前，头晕持续时间已缩短，

两组之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

明显短于对照组。这一结果表明针对性护理的运用能

够改善患者头痛发作情况，减少头晕频率的同时缩短

头晕持续时间。患者在护理人员协助下进行运动，能

够增加脑组织血液供应，促进脑细胞代谢，充分舒展

大脑功能，延缓脑组织老化，在改善病情的同时减少

头晕症状的发作[8]。部分研究表明，缺乏对疾病的了解

是患者头晕症状反复、持续发作的原因之一[9]。护理人

员针对患者的认知程度开展健康指导，提出科学正确

的饮食建议，叮嘱患者保持充足睡眠，均可为脑细胞

提供足够能量，让患者机体恢复精力，进而减少头晕

的诱因，达到改善头晕发作情况的护理目标。 
此次研究结果显示，针对性护理有助于提高患者

的日常生活质量与护理满意度。分析是头晕症状会在

一定程度上干扰患者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大部分患者

深受疾病与症状的影响，产生不同程度的不良情绪，

不利于病情康复。本研究中，实施针对性护理后患者

头晕发作症状得到改善，能够减轻不良情绪，提高治

疗与护理的依从性，充分体现出针对性护理的应用优

势，使患者认可与满意护理服务。此外，针对性护理

提供的内容更为全面，其中包含用药指导、心理护理

与运动指导等，可增加患者对自身病情的了解，多方

面促进血液循环，避免血液流通受阻，加快人体代谢

与分解速度的增加，促进身心的恢复。 
综上所述，予以脑供血不足头晕患者针对性护理，

能够改善头晕发作情况，促进生活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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