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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见性护理在癫痫持续状态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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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预见性护理在癫痫持续状态病人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择 2020 年 01 月-2021 年 12
月到本院治疗癫痫持续状态病人共 40 例，随机分为实验和对照两组，分析两组护理效果。结果 干预前,两组认知

功能，P＞0.05，干预后,实验组认知功能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引入预见性护理服务方式对癫痫持续状态

病人干预，可改善病人心理状态和认知功能，可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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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predictive nursing in the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status epilepticus. 
Methods a total of 40 patients with status epilepticus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0 to December 2021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groups, and the nursing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analyzed. Results 
Before the intervention, the cognitive function in both groups, P> 0.05, was higher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the intervention, with P <0.05.The number of seizure episode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ith P <0.05; the QOLIE-31 score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P 
<0.05. Conclusion the introduction of predictive nursing service for the intervention of patients with status epilepticus 
can improve their psychological status and cognitive function, which can be 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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癫痫持续状态，也称“癫痫状态”，是癫痫连续

发作之间意识未完全恢复又频繁再发，或发作持续 30
分钟以上不自行停止。长时间癫痫发作。癫痫作为比

较一种比较常见的神经系统综合征，其临床表现一般

为意识障碍、神经系统紊乱以及肌肉抽搐等等症状，

此疾病发作机制较为复杂，很容易有病情反复的问题

发生，作为临床中棘手慢性神经系统疾病之一。若是

病人没有得到有效与及时的治疗，病人很有可能出现

不可逆性脑损伤，危及其生命安全。在对此类病人积

极救治的基础之上，需将个性化和高效性的护理服务

引入其中，提升预后效果[1-3]。预见性护理为将病人当

做服务的中心，把前瞻性的理念作为指导，对病人可

能出现的症状进行预测，进而给予其对应性的预防干

预。有学者认为，预见性护理服务主要是将前瞻性的

理念作为护理指导，护士依照临床经验、专业知识对

其病情实施综合性分析，遵循疾病出现规律与发展规

律，尽早的明确隐藏和潜在的问题，主动和积极的给

予病人提供护理服务，将预见性的防范措施引入，规

避风险事件的出现，使得病人康复速度加快。基于此，

本文将分析此种护理服务运用在癫痫持续状态病人中

的效果，报道如下：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20 年 01 月-2021 年 12 月到本院治疗癫痫

持续状态病人共 40 例，随机分为实验和对照两组。实

验组年龄 8-65 岁，平均年龄（28.16±4.28）岁；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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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年龄 8-66 岁，平均年龄（28.14±4.24）岁，一般资

料（P＞0.05）。 
1.2 方法 
（1）对照组 
对病人实施病情观察、生命体征监测、安全护理

以及用药护理等等。 
（2）实验组 
对病人实施预见护理，具体为：首先，环境护理。

病房内应定时通风换气，做好消毒隔离工作，确保病

房内的干净整洁，并且将病房内温度、湿度及光线调

整到合适的状态，增加病人的舒适程度。其次，心理

护理。针对治疗和护理依从性比较低的一些病人，护

士需主动和积极的和其沟通与交流，引导病人将自身

的困惑表明，对其实施对应性心理护理疏导，将其心

理压力有效缓解。再次，不良事件预防。第一，按照

各种危险性因素，护士需要制定出病人跌倒的相关评

估表，然后按照病人实际状况给予其对应性的预防干

预。第二，适宜制动，可于床头放有约束带以及压舌

等，规避病人发生四肢擦伤以及舌咬伤。第三，关注

其各项生命体征，若是有异常，需及时和医生沟通，

辅助其处理。第四，于床头放置吸痰与吸氧的装置，

将其呼吸道及时的清理，保障其呼吸道足够通畅，减

少肺部感染出现的概率与风险。第五，运用洼田饮水

试验，对其吞咽功能适宜的评估，按照等级选取是否

给予其留置胃管处理。最后，中医饮食护理。对于脾

虚湿盛型病人，需引导其禁食辣椒等辛辣燥热 食物，

吃清淡和易消化食物；对于痰火内盛型病人，需引导

其多食生地、莲子以及百合等食物。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认知功能，视空间与执行能力、命名、注意力、

语言能力。分析两组癫痫发病次数；分析两组

QOLIE-31 评分：社会功能、药物影响、认知功能、精

力/乏力、情绪健康、综合生活质量、对发作的担忧。 
1.4 数据处理 
用 SPSS21.0 软件进行统计，计数资料用（n/%）

表示、行 χ2 检验，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 ±s）
表示、行 t 检验。P＜0.05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分析两组认知功能 
干预前，两组认知功能，P＞0.05；干预后，实验

组认知功能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2.2 分析两组癫痫发病次数 
实验组癫痫发病次数低于对照组，P＜0.05 见表 2。 
2.3 分析两组 QOLIE-31 评分 

实验组患者 QOLIE-31 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
见表 3。 

3 讨论 
癫痫疾病为临床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神经科室疾病，

此疾病主要是因为神经元细胞群高度的同步化出现异

常放电致使的阵发性脑功能障碍，此疾病具有反复性

格、发作性、自发缓解性以及短暂性等特征。而癫痫

持续状态为癫痫发作中的一个急危症状，其出现的主

要原因为持续性脑神经异常放电造成的，患者的意识

会突然间丧失，合并抽搐症状，会引起患者出现广泛

性脑神经细胞缺氧、缺血和水肿，引起水电解质发生

紊乱，高热症状，酸碱失衡，甚至出现昏迷，此疾病

具有较高的致残率、致死率被医生与患者广泛性关注
[4-5]。癫痫持续发作病症发生将对患者认知功能产生严

重影响，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会造成其发生脑水肿并发

症、舌咬伤并发症、跌倒表现以及肺部感染并发症等。

加之，亦有研究指出，癫痫患者因为疾病的原因会出

现明显生理疼痛感，而且社交困扰等多重因素影响，

其会有抑郁、焦虑情绪。所以，需将高效的护理方式

引入，对其认知功能高效改善，继而有效预防不良事

件的发生。常规护理服务主要是将病人已有的健康问

题作为护理的关键点，经常会出现护理遗漏、照顾不

周问题发生[6-8]。预见性护理服务的运用，为患者营造

出整洁、安静病房环境，光线会比较舒适、柔和，规

避环境对患者产生刺激，降低患者发作的次数。 

表 1 两组认知功能评估（x±s/分） 

视空间与执行能力 命名 注意力 语言能力 
组别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实验组（n=20） 57.26±8.62 67.69±6.35 56.37±6.10 66.02±6.38 58.44±8.36 69.18±5.23 59.75±6.41 73.50±5.05 

对照组（n=20） 58.03±8.75 62.46±8.81 56.89±5.72 60.58±8.14 58.82±8.67 63.06±6.18 60.05±6.07 68.07±6.39 

t 0.2804 2.1537 0.2781 2.3523 0.1411 3.3806 0.1520 2.9816 

p 0.7807 0.0377 0.7824 0.0239 0.8885 0.0017 0.8800 0.0050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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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癫痫发病次数比较（ x ±s/分） 

组别 护理前 护理 3 个月 护理 6 个月 护理 12 个月 

实验组（n=20） 7.31±1.45 5.31±1.10  3.47±0.58 1.28±0.36 

对照组（n=20） 7.12±1.50  6.46±1.13 4.12±0.44 1.77±0.14 

t 0.4073 3.2612 3.9929 5.6732 

p 0.6861 0.0023 0.0003 0.0000 

表 3 两组 QOLIE-31 评分比较（ x ±s/分） 

组别 社会功能 药物影响 认知功能 精力/乏力 情绪健康 综合生活质量 对发作的担忧 

实验组（n=20） 91.74±2.18 94.58±5.15 95.41±4.42 92.47±4.89 95.19±3.33 92.47±4.15 95.84±3.95 

对照组（n=20） 84.28±4.84 84.19±3.72 80.33±4.14 80.65±3.13 88.20±5.30 86.85±3.57 87.52±3.32 

t 6.2849 7.3139 11.1359 9.1046 4.9942 4.5912 7.2110 

p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在其清醒期需给予其高效的心理支持，将其负性

情绪疏导，使得其可乐观和积极向上，尽可能的缓解

其抑郁与焦虑症状，提升其治疗依从性和积极性，便

于预后。运用洼田饮水试验评估患者吞咽功能，评估

较差者留置胃管，降低食物误吸引发吸入性肺炎和肺

部感染的可能性；用柔软纱条将患者四肢固定于床边

护栏，防止抽搐的肢体擦伤；压舌板置于床头柜显眼

位置，发作时可迅速使用以防舌咬伤[9-11]。此次研究中，

分析两组护理效果。发现，干预前,两组认知功能，P＞
0.05，干预后,实验组认知功能高于对照组，P＜0.05。 

综上，预见护理服务引入到癫痫持续状态病人中，

可改善其心理状态与认知功能，进而降低不良事件出

现的概率，可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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