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护理                                                                                  2024 年第 5 卷第 9 期
Contemporary Nursing                                                                          https://cn.oajrc.org 

- 102 - 

预见性护理干预对癫痫患者的应用及心理状态分析 

刘雪竹 

十堰市太和医院  湖北十堰 

【摘要】目的 分析癫痫患者应用预见性护理干预的具体效果及心理状态。方法 采用 2022 年 3 月-2023 年 3
月我院收治的 110 例癫痫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观察组，各 55 例，分别实行常规护理、预见性护理干预，对

两组心理状态、神经功能及认知功能进行评估，并记录继发性癫痫发生情况。结果 与对照组相较，观察组 SDS
（32.17±5.19）、SAS（30.69±5.83）、NIHSS 评分（8.61±1.17）、MMSE 评分（20.41±1.13）均更优，而继

发性癫痫总发生率 5.45%更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癫痫患者应用预见性护理干预效果较佳，

可降低继发性癫痫总发生率，改善心理状态，最终获得较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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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predict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epilepsy patients and analysis of their psychological status 

Xuezhu Liu 

Taihe Hospital in Shiyan City, Shiyan, Hubei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specific effects and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predict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epilepsy pat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110 epilepsy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22 to March 2023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with 55 cases in each group. Routine nursing and 
predictive nursing interventions were performed, respectively.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neurological function, and 
cognitive function of the two groups were evaluated, and the occurrence of secondary epilepsy was record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better SDS (32.17 ± 5.19), SAS (30.69 ± 5.83), NIHSS score 
(8.61 ± 1.17), and MMSE score (20.41 ± 1.13), while the overall incidence of secondary epilepsy was lower at 5.45%,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predict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has a 
better effect on epilepsy patients, which can reduce the overall incidence of secondary epilepsy, improve psychological 
status, and ultimately achieve better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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癫痫在临床中较为常见，病症以意识障碍、肌肉抽

搐等为常见，疾病易反复发作，治疗上较为棘手，存在

一定难度。 
而癫痫发作一旦超过 30min 仍未能有效改善，患

者存在失去意识或醒后再次发作的情况，其生命威胁

度较高，以高热、抽搐最为常见[1]。临床治疗过程需要

采取积极干预措施，来减少不良事件，控制病情发展，

在改善预后上具有较佳效果。预见性护理是通过对临

床患者实行评估，为避免临床风险，而提前给予有效干

预，最终可获得较佳效果[2-3]。本次研究通过对癫痫患

者应用预见性护理干预分析其具体效果及心理状态，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 2022 年 3 月-2023 年 3 月我院收治的 110 例

癫痫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观察组，各 55 例，分别

实行常规护理、预见性护理干预。 
对照组女 21例，男 34例，年龄 35～71（49.63±3.17）

岁；观察组女 22例，男 33例，年龄 35～72（50.17±3.19），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患者

均自愿参与，我院伦理委员会对本研究完全知情并批

准。 
纳入标准：（1）完善临床体查、经颅磁影像学等

检查，经确诊为癫痫患者；（2）首次发病；（3）非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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痫家族史。 
排除标准：（1）合并精神认知类疾病；（2）生命

垂危；（3）存在严重的心血管疾病。 
1.2 方法 
患者入院后均完善临床治疗，积极实行降颅压、吸

氧、神经营养药物，控制疾病发展。 
对照组常规护理：持续性监测患者生命状态，叮嘱

其注意事项，遵医嘱用药，指导进行功能锻炼等。 
观察组预见性护理： 
（1）组建护理小组 由护士、护士长组成，完善临

床护理相关知识及培训，并掌握预见性护理的重点，并

实行考核，考核完善后方能实行正式护理。 
（2）评估 根据临床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评估，掌

握患者血压、血糖及其他各项治疗，一旦发生异常及时

上报并记录，针对患者呼吸功能、意识状态、神经及肢

体等实行健康评估，指导其做好并发症预防工作，并满

足患者的入院需求，保障患者实行治疗及休息的区域

干净整洁、清洁无菌，定期完善消毒，并及时调整室内

温湿度。 
（3）饮食 饮食营养搭配是保障患者机体快速恢

复的基础，护理小组可根据患者情况进行咨询营养师，

实现更专业性地指导患者健康饮食，并在饮食过程中

预防误吸的情况发生，食物选择上应当以清淡、易吸收

为主，避免辛辣刺激性食物，并为患者提供丰富的营

养。 
（4）呼吸运动指导 护理人员应当尽早指导患者

正确呼吸，并促进患者排痰，预防肺部感染。在患者昏

迷阶段，需要注重肢体的按摩，预防肌肉萎缩，且训练

过程还能促进患者局部，使其快速恢复，还需结合行

走、上楼下楼、穿衣、禁食等方面的训练，刺激患者意

识精神恢复，让其掌握自我护理意识。 
（5）心理指导 该类患者可出现严重的心理问题，

影响整体治疗，因此护理人员需要重视心理沟通，主动

指导其调整情绪及心态，通过实行健康教育、心理引导

等方式来改善患者情绪，保持耐心态度，指导家属对患

者实行正确的关心和帮助，保持健康心态，还可通过引

导患者多与外界进行沟通，放松身心，减少紧张、恐惧

感，并不断提高康复信心。 
1.3 观察指标 
1.3.1 心理状态、神经功能及认知功能：分别参照

SDS、SAS 评分量表及 NIHSS 量表、MMSE 评估量表

对患者各项状态进行评估。 
1.3.2 继发性癫痫：记录患者局灶性、全面性及未

知性三类癫痫发作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 SPSS21.0 软件中分析，计量资料比较

采用 t 检验，并以（ sx ± ）表示，率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并以率（%）表示，（P<0.05）为差异显著，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心理状态、神经功能及认知功能评估比较 
与对照组相较，观察组心理状态、神经功能及认知

功能评分均更优（P＜0.05），见表 1。 
2.2 两组继发性癫痫比较 
与对照组相较，观察组继发性癫痫发生率更低（P

＜0.05），见表 2。 

表 1  两组心理状态、神经功能及认知功能评估比较（ sx ± ） 

组别 例数 SDS 评分 SAS 评分 NIHSS 评分 MMSE 评分 

观察组 55 32.17±5.19 30.69±5.83 8.61±1.17 20.41±1.13 

对照组 55 41.69±6.78 47.69±7.58 10.69±1.53 18.61±1.26 

t - 4.576 5.967 8.317 7.364 

P - 0.001 0.001 0.001 0.001 

表 2  两组继发性癫痫比较[n,(%)] 

组别 例数 局灶性 全面性 未知性 总发生率 

观察组 55 2（3.64） 0（0.00） 1（1.82） 5.45% 

对照组 55 5（9.09） 2（3.64） 3（5.45） 18.18% 

χ2 - 1.373 2.037 1.038 4.274 

P - 0.241 0.154 0.308 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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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癫痫是常见的慢性脑部疾病，以中枢神经系统功

能异常为主，相关数据统计，全球 5000 多万癫痫患者，

我国每年新发 40 万～60 万，且可发生于任何年龄段，

对人们生命健康危害性极大，该疾病可出现反复发作，

以身体抽搐、痉挛、两眼发直等病症为常见，甚至昏厥，

若不及时控制，反复发作对患者神经功能损伤极大，严

重者可发生死亡[4-5]。 
临床中以药物控制癫痫发作次数为主，在控制病

情上具有一定效果。但有研究者表示，通过配合高效科

学的疾病预防措施，更能起到控制和预防作用[6]。预见

性护理主要以患者为中心，通过对患者的具体情况进

行评估，了解潜在的风险，针对性实行护理，有效预防

和改善，最终可获得较佳效果[7]。本次研究结果表示，

观察组心理状态、神经功能及认知功能评分均更优，且

继发性癫痫总发生率更低，明确预见性护理的应用价

值。分析其原因，主要由于通过组建小组的方式，对癫

痫患者具体病情、身体状态及临床风险进行评估，了解

风险，针对性实行干预，最终可获得较佳效果，其饮食

干预能够为患者补充营养，促进机体功能恢复，并避免

临床并发症及不良事件的发生，如误吸、呛咳的情况，

减少患者的临床不适感，呼吸及运动指导，则尽早实行

呼吸训练，让患者掌握正确呼吸方式，并具有放松机体

及精神的作用，而运动锻炼则有效预防肌肉萎缩，促进

机体新陈代谢，更利于机体的恢复，而心理指导则通过

护理人员沟通、家属帮助及外界力量来改善患者的心

理状态，减少其焦虑、恐惧等负面情绪，并增强其治疗

信心，预防患者由于负面情绪而引发疾病复发的情况，

因此最终可获得较为理想的临床效果[8-9]。在赵拥军[10]

的研究中也明确表示预见性护理应用于癫痫患者护理

中的优势。 
综上所述，癫痫患者应用预见性护理干预效果较

佳，可降低继发性癫痫总发生率，改善心理状态，最终

获得较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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