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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型颅脑损伤患者采用 ICU 护理措施的临床意义研究 

黄曾彪 

南通市第二人民医院  江苏南通 

【摘要】目的 本研究旨在分析对重症颅脑损伤患者采用 ICU 护理的影响。方法 选择 2022 年 3 月至 2023 年

3 月收治的重症颅脑损伤患者 100 例作为研究对象，将其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n=50 例，常规护理）与

实验组（n=50 例，ICU 护理）。对比两组患者意识状态、神经功能恢复状态以及并发症发生率。结果 实验组格

拉斯哥昏迷评分以及神经功能恢复状态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并发症发生率低

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ICU 护理对重症颅脑损伤患者具有积极的影响。通过积极

的干预措施，可提高患者的生命质量和神经功能恢复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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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ICU nursing measures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traumatic brain 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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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his study aims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ICU nursing on patients with severe traumatic brain 
injury. Methods 100 patients with severe traumatic brain injury admitted from March 2022 to March 2023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subjects.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n=50, with routine care) and an experimental group 
(n=50, with ICU care) using a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Compare the consciousness status, neurological function 
recovery status, and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between two groups of patients. Results The Glasgow coma score and 
neurological function recovery statu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ICU nursing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patients with severe traumatic brain injury. Through active intervention measures,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the speed of neurological function recovery of patients can be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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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医学领域，重型颅脑损伤（Severe Traumatic 

Brain Injury，sTBI）因其高致残率和死亡率，一直是临

床救治的重点和难点[1]。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重

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的护理措施在

重型颅脑损伤患者的救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ICU 护理措施不仅包括对患者生命体征的严密监测，

还包括了一系列旨在减少继发性脑损伤、促进神经功

能恢复的综合性干预措施[2-3]。研究旨在探讨 ICU 护理

措施在重型颅脑损伤患者中的临床应用及其意义。 
1 一般资料与研究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22 年 3 月至 2023 年 3 月收治的重症颅脑

损伤患者 100 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

为对照组与实验组各 50 例。对照组男 23 例，女 27 例，

年龄 28~45 岁，平均年龄为（32.91±5.29）岁。实验组

男 22 例，女 28 例，年龄 28~48 岁，平均年龄为

（34.78±6.14）岁。两组一般资料差异不影响研究结果，

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研究方法 
1.2.1 对照组 
常规护理：重型颅脑损伤患者的 ICU 护理措施包

括确保呼吸道通畅，通过吸痰和气管护理维持氧供；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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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监测生命体征，预防并发症；实施严格的感染控制措

施，合理使用抗生素；预防静脉血栓栓塞，提供抗凝治

疗；根据患者需求提供适宜营养支持；有效管理疼痛，

减轻患者不适；以及进行皮肤护理，预防褥疮。 
1.2.2 实验组 
ICU 护理： 
（1）呼吸道管理：保持气道通畅，必要时进行气

管插管或气管切开。定期吸痰，确保充足的氧供和气体

交换。（2）生命体征监测：持续监测心率、血压、呼

吸频率、氧饱和度等。定期记录体温变化，及时发现感

染等并发症。（3）颅内压（ICP）监测和管理：使用颅

内压监测设备，如脑室内导管或光纤传感器。调整治疗

方案以维持正常的颅内压和脑灌注压。（4）感染控制：

保持环境清洁，严格执行手卫生和无菌操作。根据需要

使用抗生素，并进行细菌培养和药敏试验。（5）静脉

血栓栓塞（VTE）预防：使用抗凝剂，如低分子量肝素。

穿着弹力袜，进行间歇性气压治疗。（6）营养支持：

通过胃管或肠外营养途径提供适量、均衡的营养。监测

营养状态，调整营养方案。（7）疼痛管理：评估疼痛

程度，使用适当的镇痛药物。（8）皮肤护理：定期翻

身，使用减压垫，预防褥疮。教育患者及家属正确的卧

位变换方法。（9）心理社会支持： 提供心理支持和咨

询，帮助患者和家属应对压力。协调社会资源，如康复

服务和家庭护理。 
1.3 观察指标 
本研究需对比两组患者意识状态、神经功能恢复

状态以及并发症发生率。 
意识状态：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lasgow Coma 

Scale， GCS）通过评估眼睛开放程度、口腔反应和运

动反应，以分数来评估患者的意识状态。分数范围从 3
到 15 分，较高的分数表示较好的意识状态。 

神经功能恢复状态：运动功能评估：通过评估患者

主动运动能力、肌力以及协调性来评估运动功能恢复

情况。感觉功能评估：通过评估患者对触觉刺激、疼痛

刺激等的反应来评估感觉功能恢复情况。语言功能评

估：评估患者的语言流畅性、理解能力、表达能力等语

言功能方面的恢复情况。认知功能评估：通过评估患者

的记忆、思维能力、注意力等认知功能来评估认知功能

恢复情况。 
并发症发生率：常见并发症包括肺部感染、褥疮，

并发症发生率=（肺部感染+褥疮）/总例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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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意识状态、神经功能恢复状态对比 
护理后，实验组意识状态、神经功能恢复状态均优

于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2.2 两组并发症发生率对比 
实验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数据对比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 1  两组意识状态、神经功能恢复状态对比（ sx ± ） 

组别 GCS 评分 
神经功能恢复状态（分） 

运动功能 感觉功能 语言功能 认知功能 

实验组（36） 12.38±2.69 88.58±3.25 86.28±1.28 87.68±3.27 91.36±3.23 

对照组（36） 10.34±2.11 81.87±2.73 81.51±2.34 83.91±4.34 84.51±5.28 

t 3.580 9.485 10.730 4.163 6.640 

P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表 2  两组并发症发生率对比[n，（%）] 

组别 
并发症发生率（%） 

肺部感染 褥疮 总发生率 

实验组（36） 3（8.33） 2（5.56） 5（13.89） 

对照组（36） 5（13.89） 6（16.67） 11（30.56） 

T/χ2 1.565 6.247 8.049 

P 0.211 0.012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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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ICU 重症颅脑损伤是指在外力作用下，颅骨或颅

内组织受到直接或间接的损伤，导致脑功能受损、神经

系统异常的一类严重疾病。其发病原因多种多样，包括

交通事故、跌倒、暴力行为、运动伤害等[4]。重症颅脑

损伤对患者带来严重的危害。护理不仅可以提供全面

的监测和干预措施，还能预防并发症、提供支持性照顾、

促进患者的康复。 
尽管常规护理在重症颅脑损伤中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常规护理主要着重于保持

生命体征稳定、预防感染、提供基本的生活护理等方面，

在患者康复和神经功能恢复方面的干预相对有限[5]。重

症颅脑损伤患者往往需要更个体化、有针对性地护理。

ICU 护理，即重症监护病房护理，是一种针对危重病患

者的高级护理模式，它通过集成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技

术，以及专业的护理团队，为患者提供 24 小时不间断

地监测和支持[6]。在重症颅脑损伤的护理中，ICU 护理

的效果体现在多个层面：首先，它通过实时监测患者的

生命体征，如颅内压、脑灌注压、氧饱和度等，能够及

时发现并干预潜在的生理危机，从而减少继发性脑损

伤的风险；其次，ICU 护理通过精确的药物管理和营养

支持，帮助患者维持内环境稳定，促进神经细胞的修复

和再生；再次，严格的感染控制措施和疼痛管理，有效

降低了并发症的发生率，提高了患者的舒适度和治疗

效果；最后，ICU 护理还包括心理社会支持，帮助患者

和家属应对疾病带来的心理压力，增强治疗的依从性

和康复的信心。ICU 护理的核心在于其全面性和细致

性。在重症颅脑损伤的护理中，ICU 团队会密切关注患

者的每一个细微变化，全方位地监测不仅能够及时发

现并处理患者的生理变化，还能够预防和减少继发性

脑损伤，维持脑灌注和氧合，从而提高患者的生存率和

生活质量[7-8]。ICU 护理中，感染控制和疼痛管理至关

重要，通过手卫生、无菌技术和合理抗生素使用降低感

染风险，同时根据疼痛程度提供镇痛药物和非药物缓

解措施，提升患者舒适度。心理社会支持也不可或缺，

帮助患者和家属应对心理压力，增强治疗依从性和康

复信心。 
综上所述，ICU 护理在重症颅脑损伤的护理中不

仅提高了患者的生存率，还显著改善了患者的预后和

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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