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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出血患者实施预见性护理干预对减少并发症的临床效果观察

邹 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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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脑出血患者在预见性护理干预后并发症发生概率降低的临床效果。方法 严格按照研究方

案中设置的流程进行研究对象的抽取，抽取对象为 2023年 1月至 2023年 9月在本院接受治疗的脑出血患者，抽

取例数为 66例，按照患者意愿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常规护理干预）及观察组（预见性护理干预），对比两组患者

并发症发生概率、护理满意度。结果 护理干预后，观察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概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且患者满

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P<0.05）。结论 预见性护理干预能够有效降低脑出血患者并发症发生概率，对于提高

患者满意度，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有非常明显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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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on the Clinical Effect of Predict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Reducing Complications in Patients with
Cerebral Hemorrhage

Lin Zou

Tongji Hospital Affiliated to Tongji Medical College of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Hubei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reducing the probability of complications in patients with
cerebral hemorrhage after predict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Method The study subjects were selected strictly according to
the process set in the research plan. The selected subjects were cerebral hemorrhage patients who received treatment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3 to September 2023, with a total of 66 cases. According to the patient's wishes,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predict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probability of complications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compared.
Result After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probability of complicat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patient satisfact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Predictive nursing interventions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probability of complications in patients with
cerebral hemorrhage, and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improving patient satisfaction and establishing a good nurse patient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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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出血也可以叫做脑溢血，指非外伤性脑实质内

的出血情况，在临床上，大部分脑出血病人都会遗留

有不同程度的肢体活动障碍、语言障碍等[1]。脑出血主

要是由于高血压所致，男性患者较女性多，脑出血大

概占全部脑卒中患者的 30%左右[2]。脑出血的临床表

现是起病比较突然，主要是头疼、恶心、呕吐，还有

一侧肢体活动不便等[3]。本文主要研究脑出血患者实施

预见性护理干预对减少并发症的临床效果，具体研究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严格按照研究方案中设置的流程进行研究对象的

抽取，抽取对象为 2023年 1 月至 2023 年 9 月在本院

接受治疗的脑出血患者，抽取例数为 66例，按照患者

意愿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常规护理干预）及观察组（预

见性护理干预），对照组 33例患者中分别有男性 20例
及女性 13例，患者年龄在 33岁至 58岁之间，患者平

均年龄为（45.50±1.09）岁；观察组 33例患者中分别

有男性 19 例及女性 14例，患者年龄在 34 岁至 58岁
之间，患者平均年龄为（46.20±1.19）岁，两组患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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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方法

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患者接受

预见性护理干预：（1）应尽可能给患者提供安静舒适

的环境，特别是在发病 2 周之内，尽可能减少亲朋好

友的探望，保持患者平和稳定的情绪，避免各种不良

刺激；（2）在出血发生后，知道患者卧床休息 1-2周，

如果患者颅内压增高比较明显时，可将床头轻轻抬高

15°-30°，在卧床期间尽可能在床上进行大、小便，不

能下床，以防再次出血，脑出血患者在 72小时之内很

容易伴发再出血，主要是由于血压控制欠佳，病人病

情较重。护理措施方面，需要严密观察患者格拉斯哥

评分及瞳孔变化，如果出现异常，需要立即通知医生，

并复查头部 CT；（3）对于有烦躁不安等症状的患者，

可以适当的进行约束带保护和床档保护，防止患者自

行拔除输液胃管或发生坠床等不必要的意外，一旦病

情稳定之后，就可以撤销约束带保护和床档保护；（4）
在治疗过程中，应适当的对患者及家属进行心理安慰，

解释患者的病情，消除其紧张情绪；（5）对由于脑出

血患者常伴发昏迷、卧床，咳痰能力较差，容易伴发

坠积性肺炎。护理措施主要包括勤翻身，加强叩背，

雾化吸痰等处理；（6）脑出血患者常会伴发营养不良、

卧床等，很容易引起局部血液循环欠佳，导致皮肤发

生褥疮。护理方面需要加强营养支持，勤翻身，勤换

床单等。同时对于瘫痪的肢体应进行按摩和被动运动，

防止关节畸形和肌肉萎缩；（7）对于脑出血的患者，

如果患者能够进食，可以给予一些营养丰富、低脂清

淡的饮食，对于进食困难的患者，可以留置鼻、胃管，

同时在患者进食过程中应注意尽可能避免交谈，防止

患者发生呛咳和窒息；（8）对于脑出血的患者，尤其

应该重视保持大便通畅，这样能够防止患者因为用力

排便引起再出血，除此之外，还应该定期服用抗高血

压药物。（9）脑出血昏迷的病人常需要留置导尿，留

置导尿很容易伴发尿路感染。护理措施方面主要是进

行膀胱冲洗，尿道口护理等。

1.3疗效标准

1.3.1并发症发生率

本文主要研究褥疮、出血及呛咳三种并发症。

1.3.2护理满意度

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患者满意度，对比两组患者满

意程度，分别分为非常满意、一般满意及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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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s）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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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发症发生率

观察组患者褥疮、出血及呛咳三种并发症出现概

率为 12%，远远低于对照组患者的 45%，数据对比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护理满意度

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患者，数据对

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并发症发生率[n,（%）]

组别 例数 褥疮 出血 呛咳 并发症发生率

观察组 33 2（6.00） 1（3.00） 1（3.00） 4（12.00）

对照组 33 6（18.00） 4（12.00） 5（15.00） 15（45.00）

χ2 - 6.818 5.838 8.791 26.721

P - 0.009 0.016 0.003 0.001

表 2 护理满意度[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护理满意度

观察组 33 23（70.00） 8（24.00） 2（6.00） 31（94.00）

对照组 33 12（37.00） 10（30.00） 11（33.00） 22（67.00）

χ2 - 21.887 0.913 23.220 23.220

P - 0.001 0.339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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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脑出血原因包括以下几种：（1）高血压血压控制

不佳：常见部位是大脑中动脉垂直发出豆纹动脉这些

部位，由于血流动力学变化呈一个直角，容易导致小

血管破裂，出现出血；（2）服用抗凝药物：比如华法

林以及新型的口服抗凝药，可能在血压控制不佳的情

况下也会出血；（3）动静脉畸形：在畸形血管的血流

动力学改变时，也会有出血；（4）血液系统疾病：比

如血小板减少，有出血倾向时，脑组织也会发生出血

的可能；（5）凝血机制异常：比如一些凝血因子的改

变，导致血液凝血机制的异常，就容易发生脑出血[4]。

脑出血严重的并发症如下：（1）肺部感染：是脑出血

最严重的并发症，也是脑出血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

一般在脑出血 3-5 天时，昏迷的患者会合并有肺部感

染；（2）上消化道出血：即应激性溃疡，这种情况一

般是混合型或者内囊内侧型脑出血较多见；（3）中枢

性高热：是脑出血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4）褥疮：

主要由于脑出血后，人们需要长期卧床，导致局部皮

肤和组织受到压迫，时间过长后出现缺血、坏死表现，

表现为褥疮[5]。脑出血的预防措施应从病因上入手，最

重要的是合理控制血压。脑出血病人大部分都是高血

压脑出血[6]。高血压是脑出血的元凶，合理控制血压是

脑出血病人避免血管破裂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因此，

控制血压永远是第一位的[7]。控制病人血压的措施如下：

（1）病人已经有高血压，应该有规律、定期口服降压

药，血压可被合理的控制；若血压在短时间内突然增

高，有时降血压药物控制不住，比如病人大喜大悲、

情绪波动、生气、上火，突然睡不着觉、熬夜、不良

的生活习惯，在短时间内可诱发血压的剧烈波动，这

也是脑出血非常重要的诱因；对于脑出血的预防，常

规要做的就是合理的控制血压；（2）在合理控制血压

的基础上，作为病人要避免血压剧烈波动的诱因，保

持好的生活规律、好的睡眠，戒烟、限酒，对于控制

病人的血压都非常重要[8]。

对于脑出血患者而言，并发症是危险且致命的，

可能会给患者带来更加严重的伤害[9]。在本次临床研究

中不难发现，优质的预见性护理干预能够有效降低脑

出血患者的并发症概率，对于脑出血患者的康复有非

常重要的意义，患者感知到自身机能的好转及护理效

果，自然而然建立起了良好的护患关系，提高了患者

的护理满意度[10-11]。

综上所述，脑出血患者实施预见性护理干预对减

少并发症的临床效果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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