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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创新+出院准备护理对神经外科患者的影响 

郭春玲，蒋 婷，李 玲，韦洪萍，蒋 红 

桂林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广西桂林 

【摘要】目的 探讨对于神经外科护理，应用科普创新+出院准备护理的效果。方法 回顾性分析 80 例在我院

神经外科接受治疗的患者临床资料，分为两组，分别标记为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研究组（接受科普创新+
出院准备护理），统计对比其临床应用效果差异。结果 （1）在护理效果、护理满意度方面，研究组患者取得效

果更优，患者对护理措施的满意度更高，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显著（P＜0.05）；（2）对于心理状态，所有研究对

象均明显改善，但是研究组患者改善幅度更大（P＜0.05）。结论 在神经外科护理过程中，实行科普创新+出院准

备护理可以明显地提升护理效率，使得患者的心理状态得到显著改善，在临床治疗中可以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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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applying science innovation + discharge preparation nursing for 
neurosurgical nursing. Methods Clinical data of 80 patients treated in neurosurgery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which were labeled as control group (receiving routine nursing) and 
study group (receiving science innovation + nursing preparation for discharge), and the difference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effect was statistically compared. Results (1) In terms of nursing effect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achieved better results, and patients had higher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measures,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2) For psychological state, all subjects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but the 
improvement in the study group was greater (P < 0.05). Conclusion In the process of neurosurgical nurs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nnovation + discharge preparation nursing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nursing 
efficiency, so that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patients can b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it can be widely promoted in 
clinical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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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脑是身体各器官的中枢，因此，大部分的神

经外科病人都是病情比较严重的病人，病人在患有该

类型疾病后，会出现感知、语言和运动能力的缺失或者

存在明显障碍，住院治疗时间很长，花费也比较高[1]。

病人及其家属情绪也比较低落和焦虑，甚至对患者的

病情表现出消极、不积极治疗的现象，并且神经外科患

者即使在接受治疗后，疾病也依旧会给患者机体留下

并发症，在治疗的时候，病人和家属要和医护人员紧密

合作[2]。⽽出院意味着病人从住院到家庭或社区，从病

人到正常⼈的过程。在这段时间里，家属也会成为家庭

能力的护理者，病人和他们的家人也会面临着重新融

入社会生活、心理状态等方面的变化，因此，从入院到

出院，加强病人及其家属对患者的病情和预后相关知

识的了解都是非常重要的[3]。医院采用了创新性的科普

模式和出院前的准备护理工作，使患者及其家属都能

获得神经外科有关的卫生保健知识，培养良好的护理

思想，并能自觉地遵循这些原则，养成良好的行为习

惯。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对照组：研究对象选取自 2023 年 10 月 1 日⾄12

月 31 日，均是住院时间≥24⼩时的且在 12 月 31 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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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出院的神经外科患者（12 月 31 日后未出院的患者

不纳⼊统计），患者平均年龄为（65.85±0.15）岁，男

女比例为 19：21。研究组：研究对象选取自 2024 年 01
月 01 日⼊院⾄03 月 31 日及之前出院的神经外科患

者，患者平均年龄为（66.08±0.17）岁，男女比例为 21：
19，经过统计学分析发现，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没有显著

性差异（P＞0.05），实验可以继续。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健康及出院指导。定期对患

者进行健康科普，使其认识到护理合作的重要性；根据

医生的指导，及时给药，并告知及时、按量服药的重要

意义，并要求病人积极配合治疗。在患者出院时，告知

患者出院后需要服用的药物以及康复方法，并且要求

患者日常饮食也需要按照饮食方案进行。 
研究组患者接受科普创新+出院准备护理。以科室

主任及护⼠⻓为主导，建⽴科内出院健康科普落实质

控⼩组，制定⼯作计划及⼈员分⼯，流程培训等⼯作。 

（1）在每位病人床旁设立健康科普卡片，方便每

位病人及家人查阅。 
（2）要根据病人的具体病情、家属的文化程度、

病情等因素，选择不同的方式对病人进行药物、饮食和

护理的健康科普，健康科普的内容可以在互联网、图书

馆等地检索，利⽤U 盘存储符合患者疾病需求的科普

内容，科普模式包括视频、动画、漫画、真⼈演示等，

科普内容包括： 

①用药科普：在使用药物之前，一定要对病人说明

药物的用途和效果，并且要征得病人和家属的同意和

了解，并签署知情同意书之后才能使用。用药前要做好

用药的准备，用药后要密切关注病人的病情，并指导病

人家属进行观察。②饮食科普：病人在术前和术后都要

根据机体恢复情况调整饮食方案，指导医师要针对不

同病人的个体差异，制定个性化的膳食方案。③健康指

导：主要是为了帮助病人尽早制订功能锻炼的方案，促

使病人按时适度地进行功能锻炼，提高病人的康复率，

对病人进行疾病的发生、发展、预防等方面的介绍，并

给孩子的父母发一本健康科普宣传册，让他们更好地

理解相应的疾病，严密观察患者生命体征、瞳孔状态，

如有异常应立即采取相应的治疗。 
（3）出院指导：通过对患者出院前 4⼩时进⾏出

院准备度的评估，评价患者是否符合出院标准。出院后

要做好出院指导，包括术后恢复训练、饮食方案、服药

注意事项等，增强病人的自我保护能力，减少病情复发

的可能性，发现问题要及时就医。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护理满意度、心理状态方

面的差异。对于护理满意度，共对三方面进行评分，每

项评分均为 100 分，分数越高，则表示患者的满意度

越高，反之亦然。对于心理状态，总分为 56 分，分数

越高，表示患者的精神状况越差。 
1.4 统计学分析 
本文统计出的所有数据，都需要使用 SPSS 23.0 来

进行专业分析，P<0.05，这就意味着差异十分明显。 
2 结果 
2.1 比较临床疗效差异 
在护理后，研究组患者显示显效、有效、无效的概

率分别为：55.00%（22/40）、32.50%（13/40）、12.50%
（5/40）；对照组患者显示临床痊愈、显效、有效、无

效的概率分别为：42.50%（17/40）、30.00%（12/40）、

27.50%（11/40）。研究组患者接受的治疗方式临床疗

效更加优异，差异显著（P＜0.05）。 
2.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差异 
对于研究组患者，服务态度、科普指导、心理疏导

三项评分分别为：（86.58±5.75）分、（89.45±5.98）分、

（90.57±4.87）分；对于对照组患者，服务态度、科普

指导、心理疏导三项评分分别为：（71.34±5.48）分、

（69.85±5.75）分、（74.38±5.48）分，研究组患者各项

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表明研究组患者满意度更

高，存在显著差异（P＜0.05）。 
2.3 两组患者心理状态评分差异 
两组患者在接受护理之后的心理健康状态得到显

著改善，研究组患者 HAMA 评分、HAMD 评分更加优

异，差异显著（P＜0.05）。如下表 1 所示： 
3 讨论 
在人口老龄化速度不断增加的同时，神经外科老

年病人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他们的自我管理意识不

强，并且还伴有许多基础疾病。慢性病长期存在，很可

能会引起他们的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这不仅会降低

病人的生活质量，还会缩短病人的寿命[4]。各种特定因

素相互叠加，给治疗带来困难，需要寻找一种新的、标

准化的、高效的护理模式。近年来，随着⼈⽣生活⽔平

的日益提高，以及人们对健康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更

多的人开始重视学习健康与医疗的基本知识。为了满

足人民群众对医疗知识的需要，开展医疗知识科普工

作变得日益重要。⽽科普创新模式可以提高医疗知识

的传播效率，提高病人的参与程度和康复依从性，提高

病人的生活质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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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者心理状态评分统计表（ ±s，分） 

组别 例数 
HAMA 评分 HAMD 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 40 23.08±2.62 14.20±3.20 22.51±4.15 14.62±3.10 

对照组 40 23.05±3.26 18.20±3.62 22.52±3.21 18.14±2.06 

t 值 - 0.152 6.958 0.352 6.869 

P 值 - ＞0.05 ＜0.05 ＞0.05 ＜0.05 

 
我院在神经外科实施了科普创新+出院准备护理。

在实施健康科普的过程中，我院创新模式，根据病人和

家属的实际需要，分析病人可能会导致病情恶化的危

险因素，并作出适当的健康指导。出院前评估患者的身

体状态，再实施出院指导。本次研究通过对病人进行有

针对性地健康科普，使病人和家属具备了一些自我康

复的相关知识，从而使病人早日康复[2]。研究结果显示

研究组与对照组相比，研究组在护理效果上更加优异。

具体表现在下述几点：①实现了心理疗法的作用：通过

适当的健康科普，可以减轻或消除病人和家属对疾病

的陌生感，从而减轻他们的负面情绪，增强他们战胜疾

病的信心[6]。②提高病人的治疗依从性：通过对病人进

行健康科普，可以使病人掌握相关的保健知识，使病人

对疾病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从而主动地进行治疗[7]。③

采取对应疗法：通过对患者进行健康科普，使其逐渐改

变与疾病相关的不良生活习惯与行为。从而减少了并

发症的发生概率以及疾病复发的概率。④拉近医生和

病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对病人进行健康科普，不仅可以

使病人自愿接受治疗，而且可以减少病人在治疗过程

中发生的风险，从而提高病人对病人的认识，减少医疗

纠纷的发生[8]。 
综上所述，神经外科中通过进行健康科普的护理

措施，可以让病人更快地康复，提高了病人的生活品质

和预后，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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