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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护理对病毒性脑膜炎合并症状性癫痫患者护理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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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病毒性脑膜炎合并症状性癫痫患者针对性护理的实施效果。方法 将我院 2021 年 11 月至

2022 年 11 月收治的 24 例病毒性脑膜炎合并症状性癫痫患者资料，等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分别予以对照组常规

护理，试验组针对性护理，就两组不同护理方法使用后的效果进行比较。结果 试验组在简明精神病评定量表评

分（BPRS）、护士用住院病人观察量表（NOSIE）评分显著优于对照组，统计学意义差异对比明显（P<0.05）。

试验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91.67%（11/12）显著高于对照组 66.67%（8/12），统计学意义差异对比明显（P<0.05）。

结论 针对性护理在病毒性脑膜炎合并症状性癫痫患者中的护理满意度更高，改善患者生活质量的价值突出，患

者精神状况的改善效果更突出，可在该类患者的护理实践中加以推广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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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nursing effect of targeted nursing on patients with viral meningitis and symptomatic epilep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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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targeted nursing care for patients with viral 
meningitis and symptomatic epilepsy. Method: The data of 24 patients with viral meningitis combined with symptomatic 
epilepsy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November 2021 to November 2022 were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n 
experimenta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care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targeted care. The 
effects of using different nursing method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tes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in the Brief Psychiatric Rating Scale and NOSIE scores (P<0.05).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91.67% (11/12)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66.67% (8/12)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Conclusion: Targeted nursing has higher nursing satisfaction in 
patients with viral meningitis and symptomatic epilepsy, and the value of improving their quality of life is prominent. The 
improvement effect of patients' mental state is more prominent, and can be promoted and implemented in the nursing 
practice of such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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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性脑炎主要侵犯大脑皮层的额叶颞叶，额叶

颞叶部位为癫痫的好发区域，一旦在该部位出现病灶，

则可引起继发性癫痫。患者临床表现为突然间的患者

意识丧失、双眼上翻、四肢抽搐、口吐白沫，严重患

者还会出现大小便失禁等表现[1-3]。因而在对症治疗患

者的同时采取针对性护理方法，对患者而言至关重要。

因而此次实验为分析针对性护理对病毒性脑膜炎合并

症状性癫痫患者护理效果，特就我院 2021 年 11 月至

2022 年 11 月日我院收治的 24 例病毒性脑膜炎合并症

状性癫痫患者资料进行实验分析，信息整合如下。 
1 资料 
1.1 一般资料 
抽取 2021 年 11 月至 2022 年 11 月我院收治的 24

例病毒性脑膜炎合并症状性癫痫患者，应用针对性护

理病例 12 例作为试验组，选择同期病例 12 例作为对

照组并予以常规护理，就两组的应用效果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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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组 12 例患者年龄（55-88）岁，平均年龄（67.5
±11.95）岁，女性 8 例（66.67%），男性 4 例（33.33%）。

对照组 12 例患者年龄（48-86）岁，平均（67.33±10.49）
岁，女性 4 例（33.33%），男性 8 例（66.67%）。两

组全部资料均经我院医学伦理学会证实，临床在性别、

年龄及其疾病严重度上差异不大（P>0.05），此次研

究有可比性。纳入标准：急诊查 EEG，EEG 显示广泛

异常改变，主要是以慢波和棘慢波为主。脑脊液检查：

脑脊液蛋白含量正常，或者轻度增高，糖和氯化物含

量正常；排除颅内感染、颅内出血、代谢性疾病等，

进行生化、细胞学和细菌培养涂片来获得明确的诊断。

头颅 CT 颞叶显示低密度灶。排除标准：（1）原发性

癫痫；（2）中途退出研究者。 
1.2 方法 
收集患者的姓名、性别、年龄、病程并对其疾病

严重程度进行预估。所有参与者的家人均知情同意，

从参与者的病例中提取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数据。 
分别予以对照组常规护理，试验组针对性护理，

就两组不同护理方法使用后的效果进行比较。 
对照组：常规治疗环节的护理配合；做好对患者

的呼吸情况观察，对其体温改变等予以关注，进行物

理降温并防范可能出现的脱水情况的发生；发热呕吐

状况下，对症进行护理。 
试验组：（1）患者入院以后，病情有可能随时会

有变化，密切观察患者的病情，包括观察患者的面色、

神志、呼吸、心率、血压、瞳孔、尿量等情况；（2）
病房一定要保持安静，且空气要清新，应该集中去做

护理工作，为保证患者睡眠，要集中护理；对症护理

患者，并予以物理降温。注意各种护理，包括口腔清

洁护理、保护眼睛。翻身、拍背，防褥疮形成，有利

于患者疾病的恢复。重症患者不能排尿者，适当热敷

膀胱，但应切忌按压膀胱。确实症状很重，有明显的

尿潴留者，适当予以导尿[4-6]。（3）癫痫发作环节，取

患者平卧位，头偏向一侧；衣领与裤带迅速松开；在

齿尖放置毛巾并防范咬伤舌头；尤其要避免强行按压

患者抽搐的身体，防治可能出现的骨折和脱臼。遵医

嘱迅速静脉推注或静点抗癫痫发作药物，给予面罩或

双腔鼻导管吸氧，及时地吸痰，必要时行气管切开，

定时进行血电解质、血气、颅脑生命体征的监测，对

症给予患者肠内、肠外营养支持，为预防感染和并发

症，护士还要为患者做好皮肤和生活护理[7-9]。（4）特

殊用药护理：在住院期间护士要按时、按顿地发放药

物，遵医嘱按量、按时服药，避免私自换药或停药。

因该类患者大多易出现不良反应告知患者，嘱咐患者

注意观察所服药物是否出现不良反应，定期复查肝功

能等以检查血药浓度，预防复发。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26.0统计学软件包对本文所涉及的全部

数据进行量测，计量资料（ x s± ）表示，采用%表示

计数资料，用 χ2检验，以（ x s± ）表示计量资料，用

t 检验。当 P<0.05 时，统计学意义差异对比明显。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后相关评分情况 
试验组在 BPRS、NOSIE 评分上对比对照组差异

突出，统计学意义差异对比明显（P<0.05）。见表 1。 
2.2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情况 
试验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91.67%（11/12），对照

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66.67%（8/12），统计学意义差

异对比明显（P<0.05）。见表 2。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后相关评分情况比较（分， x s± ） 

组别 例数 BPRS NOSIE 

试验组 12 21.23±2.03 175.60±10.92 

对照组 12 27.75±1.23 162.89±7.06 

t / 9.515 3.385 

P / 0.000 0.002 

表 2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比较[例（%）] 

组别 n 很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试验组 12 4（33.33） 4（33.33） 4（33.33） 8（66.67） 

对照组 12 5（41.67） 6（50.00） 1（8.33） 11（91.67） 

χ2 / / / / 6.060 

P / / / /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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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病毒性脑膜炎合并症状性癫痫发生后，症状性癫

痫综合征发作与高热缺氧内分泌改变、电解质失调、

药物过量长期饮酒戒断、睡眠剥夺和过度饮水等相关；

生活中要保证患者的心情舒畅，并且不能紧张，也不

能太兴奋，而且要保证患者的睡眠充足，避免过于疲

劳，饮食上要注意要清淡不能吃有辛辣刺激的食物。

针对性护理，避免精神刺激，避免强光和喧闹环境刺

激，避免在危险环境中工作，如开车，机床旁操作，

避免使用诱发癫痫病的药物。如甲硝唑、左氧氟沙星

等。针对性护理，能在患者发病时候要及时护理。上

文表 1 和表 2 的研究结果表明，试验组在简明精神病

评定量表评分（BPRS）、护士用住院病人观察量表

（NOSIE）评分；护理满意度 91.67%（11/12）显著高

于对照组 66.67%（8/12），统计学意义差异对比明显

（P<0.05）。既往研究在本论题的研究成果进一步表

明，病毒性脑膜炎合并症状性癫痫患者的生活质量后，

针对性护理干预后，为改善其昏迷状态及日常生活能

力，让其护理满意度更高，临床实施成效更突出；凸

显在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量测定量表（WHOQOL-100）
（心理、生理、环境、社会关系）、巴氏量表（BI）
（自我照顾、运动能力）评分均升高；格拉斯哥昏迷

指数（GCS）评分中，睁眼反应、语言反应、运动反

应评分等情况均明显降低[10-12]。患者 Engle 分级Ⅰ级

22 例（66.7％）、Ⅱ级 3（9.1％）、Ⅲ级 3 例（9.1％）

和Ⅳ级 5 例（15.2％）；75.8％的患者术后均恢复良好

（Engle 分级 I 级和Ⅱ级），所有患者均未出现远期并

发症；通过针对性的术后护理，患者疗效满意，未出

现远期并发症[13]。综合护理干预全方位兼顾成人癫痫

患者身心状况并予以针对性护理干预措施，利于患者

提升自我效能感，主动积极参与疾病治疗，有效提升

其生活质量，降低负性情绪；患者 QOLIE-3 评分中的

担心发作、情绪、精力、社会功能维度评分；HAMD、

HAMA 评分均明显下降；GSES 评分均明显升高；患

者对护理满意率更高[14,15]。 
综上所述，针对性护理的护理满意度较高，尤以

在病毒性脑膜炎合并症状性癫痫患者中，对其生活质

量的改善效果更突出，让其精神状况更佳，可在该类

患者的护理实践中加以推广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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