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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科脑卒中患者护理过程中采取预见性护理干预措施分析 

孙甜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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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旨在分析急诊科脑卒中患者护理过程中采取预见性护理干预措施的效果和重要性。方

法 选择 2022 年 4 月到 2023 年 4 月期间急诊科收治的脑卒中患者 80 例作为研究对象，将其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

为对照组（n=40 例，常规护理）与观察组（n=40 例，预见性护理）。对比两组患者神经功能恢复情况（意识状

态、肢体活动度、感觉、语言能力）以及生活质量（躯体功能、社会功能、物质生活状态）。结果 观察组神经功

能恢复情况以及生活质量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急诊科脑卒中患者护理过程中采取预见性护理干

预可以提高脑卒中患者的康复效果和护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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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his study aims to analyze the effectiveness and importance of adopting predictive nursing 
interventions in the nursing process of stroke patients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Methods Eighty stroke patients 
admitted to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between April 2022 and April 2023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subjects.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n=40, with routine care)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n=40, with prospective care) 
using a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Compare the recovery of neurological function (consciousness, limb activity, 
sensation, language ability) and quality of life (physical function, social function, material life status) between two groups 
of patients. Results The neurological function recovery and quality of life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Adopting predictive nursing interventions in the nursing process of stroke 
patients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can improve the rehabilitation effect and nursing quality of stroke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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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作为一种常见的急性脑血管疾病，给患者

及其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生理、心理和经济负担[1]。急诊

科作为脑卒中患者急救和护理的重要场所，对患者的

护理质量和效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因此，对急诊

科脑卒中患者护理过程中采取预见性护理干预措施的

分析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提

高和护理理念的更新，越来越多的关注点放在了如何

通过预见性护理干预措施，提高护理质量，促进患者的

康复[3]。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急诊科医护人员在面对

多样化的脑卒中患者，以及突发情况时，需要更加系统

和有效的护理策略和干预措施。因此，本文旨在对急诊

科脑卒中患者护理过程中采取预见性护理干预措施进

行深入分析，探讨其在提高护理质量和促进患者康复

中的作用和意义。具体研究如下： 
1 一般资料与研究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22 年 4 月到 2023 年 4 月期间急诊科收治

的脑卒中患者 80 例作为研究对象，将其按照随机数字

表法分为对照组（n=40 例）与观察组（n=40 例）。对

照组男 23 例，女 17 例，年龄 50~75 岁，平均年龄为

（67.91±3.29）岁。观察组男 22 例，女 18 例，年龄

51~76 岁，平均年龄为（67.78±3.14）岁。两组一般资

https://cn.oajrc.org/


孙甜甜                                                  急诊科脑卒中患者护理过程中采取预见性护理干预措施分析 

- 53 - 

料差异不影响研究结果，无统计学意义（P＞0.05）。 
纳入标准：（1）确诊为脑卒中的患者，包括缺血

性脑卒中和出血性脑卒中；（2）患者年龄在 18 岁以

上，具备独立行为能力；（3）患者及患者家属对研究

内容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4）急性脑卒中发病时

间在 72 小时内的患者。 
排除标准：（1）存在严重的心理障碍或精神疾病，

无法进行有效的心理沟通和评估的患者；（2）有严重

全身性疾病或多重器官功能衰竭的患者；（3）具有先

天性脑损伤、脑肿瘤或其他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 
1.2 研究方法 
1.2.1 对照组 
常规护理：（1）保持呼吸道通畅：确保患者的呼

吸道通畅，避免气道阻塞。定期检查和清洁患者的口

腔，及时吸痰，帮助患者保持通畅的呼吸。（2）监测

生命体征：定期测量患者的血压、心率、呼吸频率和体

温等生命体征，并及时记录。监测变化可以提前发现患

者病情的恶化，并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3）辅助转

位：定期翻身、转位患者，避免长时间固定在同一姿势，

减少压力溃疡和肺部感染的风险。（4）疼痛管理：及

时评估患者的疼痛程度，并给予相应的镇痛措施，以提

高患者的舒适度和减轻疼痛症状。及时评估患者的疼

痛程度是关键，可以使用疼痛评估工具了解患者的疼

痛强度。根据评估结果，给予适当的镇痛措施，包括药

物治疗、物理治疗以及心理支持。同时，密切关注患者

的反馈和疼痛缓解情况，并及时调整镇痛措施以确保

疼痛管理的效果。 
1.2.2 观察组 
预见性护理：（1）定期神经功能评估：监测患者

的神经功能状态，包括意识水平、语言能力、肢体活动

度等，以及时发现异常变化。（2）密切观察生命体征：

定期监测患者的血压、心率、呼吸频率等生命体征，并

记录变化情况，便于早期发现并处理不良病情。（3）
营养支持：根据患者病情和需要，制定个性化的营养方

案，确保患者获得足够的营养支持，促进康复。（4）
床位护理：定期进行翻身和转位操作，防止压疮发生，

同时注意调整床位高度，减少跌倒风险。（5）液体管

理：根据患者的体液情况和医嘱，需要合理控制液体摄

入和排出。密切监测患者的体液状态，包括血压、尿量、

血液生化指标等，以便及时调整液体管理方案。在合适

的条件下限制或增加液体摄入，并关注患者的排尿量、

尿液颜色等指标，确保水平衡。及时调整输液速率和种

类，避免过度脱水或液体过载，从而预防水电解质紊

乱，维护患者的稳定状态和健康恢复。（6）预防并处

理并发症：定期评估并预防脑卒中后可能出现的并发

症至关重要，包括肺炎、深静脉血栓形成等。通过定期

监测患者的病情变化、生命体征和相关检查结果，及时

发现并预防并发症的发生。采取相应措施如呼吸道护

理、深静脉血栓风险评估和预防措施等。同时，密切监

测患者的病情变化，并随时调整护理方案，及时处理并

发症，以确保患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和护理，促进康

复进程。（7）心理支持：在急诊科脑卒中患者的护理过

程中，给予患者和家属心理支持和鼓励至关重要。通过

与患者和家属的沟通交流，可以帮助他们建立积极的康

复态度，增强对治疗和康复的信心，从而提高患者的治

疗依从性。同时，提供心理支持和鼓励也能减轻患者和

家属的焦虑、恐惧等负面情绪，促进他们积极面对疾病，

更好地配合医护人员的护理工作，共同推动康复进程。 
1.3 观察指标 
本研究需对比两组神经功能恢复情况（意识状态、

肢体活动度、感觉、语言能力）以及生活质量（躯体功

能、社会功能、物质生活状态）。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2.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

资料用“ sx ± ”表示，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2检验，

并以率（%）表示，P＜0.05 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神经功能恢复情况对比 
观察组意识状态、肢体活动度、感觉、语言能力评

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

下表 1。 
2.2 两组生活质量对比 
观察组生活质量优于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P＜

0.05），详见下表 2。 
3 讨论 
急诊科脑卒中指突发性脑血管疾病，包括缺血性

和出血性两种类型，常表现为急性神经功能障碍。脑卒

中若未得到及时治疗，可能导致严重后果，如残疾、言

语障碍甚至死亡，对患者的生命健康造成极大危害[4-5]。

给予患者护理干预的必要性在于提高急诊科脑卒中患

者的生存率和康复率，通过监测生命体征、及时处理并

发症、开展康复训练等措施，有效降低患者的并发症风

险，促进神经功能恢复，提高生活质量。 
常规护理在急诊科脑卒中护理中存在一些局限

性，例如无法满足个性化护理需求、缺乏针对性的康复

训练、对并发症的预防较为有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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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神经功能恢复情况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意识状态（分） 肢体活动度（分） 感觉（分） 语言能力（分） 

观察组 40 86.55±2.84 82.72±2.92 83.67±1.23 88.55±1.39 

对照组 40 80.21±5.24 80.11±3.03 82.76±1.21 87.35±1.85 

t - 6.728 3.923 3.336 3.280 

P - 0.001 0.001 0.001 0.002 

表 2  两组生活质量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躯体功能 物质生活状态 社会功能 

观察组 40 86.55±2.84 88.28±3.26 85.31±5.11 

对照组 40 84.21±5.24 85.38±3.10 82.57±5.65 

t - 2.483 4.077 2.745 

P - 0.015 0.001 0.026 

 
由于脑卒中患者病情复杂多变，常规护理虽能提

供基本护理，但难以满足患者特殊需求，因此需要引入

更加专业的预见性护理干预措施，以提高护理水平和

治疗效果[6]。预见性护理是指在护理过程中，护理人员

根据对患者疾病状态和护理需求的深入了解和预测，

提前采取相应的措施，以防止并发症的发生，促进康

复，提高治疗效果[7]。在急诊科脑卒中患者的护理中，

预见性护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定期评估患者

的病情变化和生命体征，预防并发症如肺炎、深静脉血

栓形成的发生，及时处理病情变化，有效降低患者的并

发症风险。此外，预见性护理还包括心理支持和鼓励等

措施，帮助患者树立积极的康复态度，提高治疗依从

性，加速康复过程[8]。 
综上所述，在护理急诊科脑卒中患者过程中，预见

性护理的实施有助于提高护理质量、促进康复，对患者

的康复和生活质量产生积极而显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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