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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急救护理干预措施对重型颅脑损伤伴脑疝患者并发症 

和临床预后的影响研究 

姜鸿淼 

江苏省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连云港 

【摘要】目的 探究在重型颅脑损伤伴脑疝患者的护理中使用改进急救护理干预措施的临床效果与影响。方

法 选择在 2020 年 7 月-2021 年 7 月于本院重型颅脑损伤伴脑疝接受治疗的 68 例患者，按照随机抽签法将其分作

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接受改进急救护理干预措施，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护理模式，比较对照组和实验组的依

从性、生活质量评分、并发症发生率等情况。结果 实验组患者满意程度远远高于对照组的护理满意度，对照组

患者护理后的生活质量评分显著低于实验组的质量评分，对照组护理后患者依从性评分明显低于实验组的评分，

对照组患者在手术时间及术中出血量上均高于实验组，实验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数

据进行对比，差异存在临床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给予重型颅脑损伤伴脑疝的患者实行改进急救护理干

预措施，可以有效调整满意程度和生活质量评分，缩短临床指标时间，减少并发症发生率，值得临床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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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ect and influence of improved emergency nursing interventions in 
the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severe craniocerebral injury and brain herniation. Methods A total of 68 patients with severe 
craniocerebral injury and brain herniation in our hospital from July 2020 to July 2021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random drawing.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improved 
emergency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implemented routine nursing mode, and the 
compliance, quality of life scores, and complication rat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sults The satisfaction degree of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 of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nursing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mpliance score of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nursing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 the operation time and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of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0.05). Conclusion The improvement of emergency nursing intervention measures 
for patients with severe craniocerebral injury and brain herniation can effectively adjust the satisfaction degree and 
quality of life score, shorten the time of clinical indicators, and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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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型颅脑损伤是目前临床中比较常见的一种创伤

性疾病，具有伤势比较重，病情发展比较迅速的临床

特点。脑疝是病情发展在濒临阶段出现的一种疾病。

同时也是重型颅脑损伤患者出现早期死亡的主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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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重型颅脑损伤伴脑疝患者需要进行及时有效的治

疗，解除脑疝，从而延长生命周期。如果治疗不及时，

很容易由于长时间脑组织缺氧而出现脑死亡。再患者

进行抢救过程中对患者进行急救护理措施是提高患者

治疗效果的关键，同时能够有效降低并发症发生率[1-2]。

本次选取 68例在我院进行重型颅脑损伤伴脑疝选用改

进急救护理干预措施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对比分析，

选取时间为 2020 年 7 月-2021 年 7 月，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础资料 
将随机抽签法抽取的在 2020 年 7 月-2021 年 7 月

期间本院接受的 68例重型颅脑损伤伴脑疝的患者平均

分为对照组 34 例和实验组 34 例，对照组 16 例男性患

者，18 例女性患者，年龄为 47-85 岁，平均年龄为（60.00
±2.36）岁；实验组女性患者 19 例，男性患者 15 例，

年龄为 48-85 岁，平均年龄为（60.50±2.42）岁；两

组患者在性别和年龄等基础资料均不具备统计学意

义，数据无明显差异（P>0.05）。 
1.2 方法 
（1）进行常规护理干预为对照组，开展简单的健

康宣教。 
（2）给予实验组患者在基础护理上进行改进急救

护理干预措施[3-4]，方法如下： 成立急救护理小组，由

医院经验丰富的专职护理人员组成，对急救工作流程

以及规章制度具有详细的了解。同时对于工作职责，

工作目标以及分工有明确的划分。将护理流程和护理

规章制度完善。手术室要设置移动电话，值班人员能

够随时接到急诊电话。在接到急诊电话后，首先要对

患者的症状有简单的了解，并且要做好术前清点手术

物品工作，准备好心电监护仪，麻醉机以及电凝系统。

做好术前准备。在患者入院后对患者进行紧急救治[5-6]。

对患者成功麻醉后调整患者的体位是患者能够充分暴

露手术视野。用头架支撑患者的头部，保护患者的颈

部，同时配合医生进行无菌手术单铺设。协助医生进

行手术，同时为医生传递各种物品。在对患者进行救

治时，要及时观察患者的各项生命体征，观察患者的

血压变化以及输血管路通畅情况。加强对患者呼吸道

内分泌物的清理，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判断是否需要

进行早期气管插管。观察患者痰液的粘稠度以及痰液

的颜色。观察患者是否出现嗜睡和躁动等现象。手术

后观察患者的颅内压变化情况，同时对患者引流液颜

色进行记录，并且要观察患者的引流量，要保持患者

引流管内畅通。术后 24 小时内观察患者是否出现高热

不退的现象，及时排查患者是否出现颅内感染情况[7-8]。

如果手术后患者出现呕吐情况，要及时对患者进行救

治。因部分重症颅脑外伤患者长久卧床会有出现压疮、

坠积性肺炎的可能，要及时对患者进行体位更换，使

用气垫床,使患者能够保持皮肤干燥和清洁。 
1.3 观察指标和分析 
（1）比较实验组、对照组的患者及家属对护理的

满意程度，其结果分满意、一般满意、不满意，满意

度=(满意+一般满意)/总例数×100%。 
（2）观察对照组和实验组并发症情况。例如：颅

内感染、消化道出血、压疮等。 
（3）对比两组患者经过护理后对生活质量的评分

状况，生活质量指标包括：物质生活、社会功能、心

理功能、躯体功能。 
（4）比对两组患者护理后的依从性评分情况。 
（5）统计患者的平均手术时间及术中出血量、手

术准备时间。 
1.4 统计学方式 
实验数据采用 SPSS19.0 统计学软件进行比较，计

数资料如护理满意度采取 X2检验，以（n，%）表示，

计量资料如生活质量评分应用 t 检验，以( x 士 s)表示，

当数据 P＜0.05 时，表示存在临床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护理满意度 
实验组的患者护理满意度 100.00%显著高于对照

组护理的满意度 85.29%，两组数据具有较大差异

（P<0.05），实验数据见表 1。 
2.2 比较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并发症发生率 
对照组发生并发症率 17.65%远远高于实验组

2.94%，组间数据存在较大差异（P<0.05），详细数据，

见表 2。 
2.3 生活质量评分 
实验组护理后的生活质量情况的评分大大高于对

照组，数据有较大差异（P<0.05），研究数据，见表 3。 
2.4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后依从性评分状况 
实验组实施护理后患者的依从性评分远远高于对

照组依从性评分，数据有明显差异（P<0.05），具体

数据，见表 4。 
2.5 临床指标对比 
实验组患者平均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手术准

备时间均明显低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明显，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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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比较两组护理满意程度（n，%） 

组别 例数 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实验组 34 29(85.29) 5(14.71) 0(0.00) 34(100.00) 

对照组 34 27(79.41) 2(5.88) 5(14.71) 29(85.29) 

χ2值     5.3968 

P 值     0.0202 

表 2 对比两组患者发生并发症的几率（n，%） 

组别 例数 压疮 颅内感染 消化道出血 并发症发生率 

实验组 34 1 0 0 1(2.94) 

对照组 34 2 2 2 6(17.65) 

χ2值     3.9813 

P 值     0.0460 

表 3 分析实验组、对照组生活质量评分( x 士 s) 

组别 例数 物质生活 社会功能 心理功能 躯体功能 

实验组 34 57.32±3.88 61.46±2.65 59.54±4.54 60.52±3.48 

对照组 34 48.78±3.55 52.34±2.67 51.12±4.69 50.83±3.76 

T 值  9.4688 14.1363 7.5216 11.0285 

P 值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表 4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后依从性的状况评分( x 士 s)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34 64.93±5.01 80.63±3.47 

实验组 34 62.38±5.07 89.23±3.61 

T 值  2.0550 9.8663 

P 值  0.0440 0.0000 

表 5 两组患者手术时间及术中出血量等临床指标对比( 士 s)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d） 术中出血量(ml) 手术准备时间（min） 

实验组 34 53.27±5.23 218.5±21.33 26.27±5.23 

对照组 34 90.02±5.22 402.36±22.17 35.02±5.22 

T  28.9998 34.8475 6.9047 

P  0.0000 0.0000 0.0000 

 
3 讨论 
颅脑损伤病情比较复杂，并且病情成多样化，发

展比较迅速。因此在患病后会对患者的生活质量造成

严重的威胁，同时还会对患者的生命安全造成一定威

胁。脑疝是脑损伤病情严重时发生的一种疾病，也预

示着患者要面临死亡。目前对于重症颅脑损伤患者伴

脑疝疾病治疗主要采用开颅手术治疗的方式，但是手

术治疗过程中突发事件比较多，为了能够有效提高整

体护理质量，提高治疗效果。兑换者进行改进急救护

理，能够显著提高整体治疗效果，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9-10]。构建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模式，在患者进行急诊

手术时，帮助患者提高术后康复效果。通过在患者手

术过程中密切观察患者的各项生命体征，从而减少患

者出现并发症。值班人员每日对手术室各项手术器材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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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清点，以便在手术时能够缩短手术准备时间。在

患者入院后对患者进行快速通道，以最快的速度完成

手术。手术过程中密切观察患者的生命体征，血压情

况以及尿量和输血管通路情况。对可能出现的不良症

状进行有效的预判，并针对其实施有效的措施，能够

减少术中出现并发症。对患者进行有效的术后护理，

重视患者的疾病情况以及患者的舒适度，在术后对患

者头部引流管，体位以及心理等方面进行有效的护理，

不仅能够增强患者的治疗信心，同时还能提高患者的

治疗依从性。本院选取 68 例重型颅脑损伤伴脑疝清醒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计入实验，对照组的护理满意度明

显低于实验组，实验组的生活质量评分显著高于对照

组，对照组的并发症发生率远远高于实验组，实验组

的护理依从性大大高于对照组，两组数据差异较大，

具备临床统计学意义(P<0.05)。 
综上所述，应用改进急救护理干预措施干预措施

可以大幅度提升患者对抗疾病的自信心，同时最大程

度上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与护理的满意程度，减少并

发症发生，具有较好的临床效果，值得临床使用及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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