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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联合细节管理在神经内科重症患者中的疗效观察 

施 瑜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江苏南京 

【摘要】目的 探究神经内科重症患者护理中，联合应用心理护理、细节管理的临床价值。方法 于 2020 年 1
月~2022 年 12 月我院神经内科收治的重症患者中抽取 80 例进行本次研究，电脑流水号法分组，对照组（单号）

40 例开展常规护理；研究组（双号）40 例，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应用心理护理+细节管理。对比两组患者负面情绪

评分（焦虑、抑郁）、睡眠质量评分、生活质量评分及护理满意度。结果 护理后 HAMA 评分、HAMD 评分比

较，研究组均＜对照组（P＜0.05）；护理后 PQSI 评分比较，研究组＜对照组，QOL 评分比较，研究组＞对照

组（P＜0.05）；研究组护理满意度 97.5%＞对照组 85%（P＜0.05）。结论 心理护理+细节管理用于神经内科重

症患者护理中，可改善患者不良情绪，提高其睡眠质量及生活质量，护理满意度高，应用价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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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on the curativ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combined with detail management 

in severe patients of neurology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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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value of combining psychological nursing and detail management in 
the nursing of severe patients in neurology department. Methods From January 2020 to December 2022, 80 patients with 
severe diseases were selected from the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of our hospital for this study.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y serial number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 (single number) had 40 patients who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while the study group (double number) had 40 patients who received psychological nursing + detail management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nursing. Negative emotion score (anxiety, depression), sleep quality score, quality of life scor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nursing, the HAMA score and HAMD score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 The comparison of PQSI scores after nursing in the 
study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comparison of QOL scores in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study group was 97.5%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85%,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 detail management in the nursing 
of severe patients in neurology department can improve the patients’ bad mood, improve their sleep quality and quality of 
life, with high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great appl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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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内科是医院重要的科室之一，神经内科重症

疾病主要以颅脑损伤、多脏器功能障碍等为主，具有

发病率及致死率高等特点，危及患者生命安全[1-3]。神

经内科重症患者具有年龄大、病情严重等特点，且多

数患者肢体功能、语言等存在障碍，对患者生理、心

理均造成极大创伤性，加重了患者家庭经济负担[4-6]。

在对神经内科重症患者积极治疗的同时，加强患者临

床护理干预，可缓解患者心理压力，改善其病情，提

高其生活质量，对患者良好预后具有重要的价值。心

理护理主要通过观察患者情绪变化，分析患者不良情

绪原因，实施针对性心理疏导，从而使其保持积极的

心理状态，配合医务人员工作的顺利开展。细节管理

多用于企业的管理，近几年在临床护理中逐渐开始应

用，并取得显著成效。本次研究中，以 80 例神经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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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治的重症患者为例，探究心理护理、细节管理联合

应用的临床价值，现对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时间：2020 年 1 月~2022 年 12 月；对象：80 例神

经内科收治的重症患者。（1）纳入标准：神经内科收

治患者，均为重症，研究目的告知患者后能配合研究

至完成。（2）排除标准：恶性肿瘤患者，不能正常沟

通患者，缺乏完整临床资料患者[7-9]。参考上述标准将

患者分组如下：①对照组：40 例，男 23 例，女 17 例，

年龄范围 34~76（53.28±7.15）岁；②研究组：40 例，

男 26 例，女 14 例，年龄范围：35~74（53.31±7.18）
岁。2 组患者基线资料统计学对比无差异性（P＞0.05）。 

1.2 方法 
对照组：开展常规护理干预，即协助患者完成检

查，监测患者呼吸、脉搏、血压等体征变化，加强患

者饮食指导、用药指导，出院指导等。 
研究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联合应用心理护理、

细节管理，具体如下： 
（1）心理护理：患者受到疾病影响，担心预后效

果等，会出现焦虑、抑郁、紧张等多种负面情绪，配

合性差，护理期间，护理人员要主动与患者沟通，理

解患者心情，多关心、体贴患者，尊重患者意愿，通

过为患者提供舒适、清洁的病房环境，如在病房内摆

放绿植，播放舒缓的音乐等，使其保持良好的心情，

对于患者提出的疑问，要用通俗的语言解答，或者为

患者播放视频等，帮助患者更好的理解。结合患者个

体差异性，分析不同患者不良情绪的原因，如部分患

者担心增加家庭经济负担，部分患者担心预后差，针

对担心治疗费用的患者，可向其说明医保政策及相关

优惠政策，让患者安心接受治疗；针对担心预后的患

者，可通过介绍治疗成功案例，若条件允许，也可以

邀请成功案例现场讲述，从而增强患者信心。此外，

对于患者家属因担心患者病情，也会出现紧张、不安

等情绪，护理人员不要忽视患者家属的情绪，也要多

安抚，多关心，安抚患者家属情绪，使其保持平和心

态，积极配合护理工作的开展。 
（2）细节护理：①成立细节管理小组：由护士长、

护理人员（共 5 名）成立细节管理小组，护士长带领

小组人员进行统一培训、学习，划分小组人员责任，

强化小组人员风险意识，对护理管理流程进行完善，

让小组人员知晓细节管理的重要性，保证护理措施有

效、全面的落实。②交接班护理：在进行交接班时，

需要掌握患者的信息、病情、治疗、护理重点等问题，

由交班护士详细讲解患者的病情，讲解后由接班护士复

述上述信息，对于存在疑问，要及时提出，直到患者所

有情况完全掌握，交接人员确认无误后，在交接书上签

字。③护理流程干预：所有护理操作严格按照要求开展，

密切监测患者体征变化，一旦发现异常，需要及时告知

医生，并严格按照神经内科护理要求执行。 
1.3 指标与标准 
重点观察患者焦虑评分、抑郁评分、睡眠质量评

分、生活质量评分及护理满意度，探究心理护理+细节

管理用于神经内科重症患者干预中的价值。 
标准[10-13]：（1）焦虑评分：应用汉密尔顿焦虑量

表（HAMA）评估，共 56 分，包括项目 14 个，7 分为

界点，分数越高、焦虑越明显。（2）抑郁评分：应用

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评估，共 68 分，共 17 个

项目，界点 7 分，分数、抑郁为正比关系。（3）睡眠

质量评分：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表（PQSI）判断，

共 21 分，分数低，说明睡眠质量改善好。（4）生活

质量评分：应用生活质量量表（QOL）评估，百分制，

分数越高，说明生活质量越好。（5）护理满意度：对

患者家属发放满意度调查问卷，回收率 100%，十分制，

a 非常满意：＞7 分；b 基本满意：5~7 分；c 不满意：

＜5 分，满意度=a%+b%。 
1.4 统计学方法 
统计学软件工具为 SPSS27.0，t 检验用于计量资

料、χ2 检验用于计数资料，分别表示为（ x±s）、χ2

检验；P＜0.05，提示有统计学差异性。 
2 结果 
2.1 两组焦虑及抑郁评分结果 
HAMA 评分、HAMD 评分护理前数据对比无差异

性（P＞0.05），研究组护理后 HAMA 评分、HAMD
评分均＜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

表 1。 
2.2 两组患者睡眠质量及生活质量评分结果 
PQSI 评分、QOL 评分护理前统计，对照组分别为

（14.26±3.17）分、（74.88±9.62）分，研究组分别为

（14.31±3.15）分、（74.91±9.58）分，统计学处理分

析无统计学差异性（tPQSI 评分=0.071，PPQSI 评分=0.944＞0.05；
tQOL 评分=0.014，PQOL 评分=0.989＞0.05）；研究组护理后

PQSI 评分（8.69±2.11）分＜对照组（10.42±2.18）分，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606，P=0.001＜0.05）；研究组

护理后 QOL 评分（88.29±6.84）分＞对照组（84.33±
7.16）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529，P=0.01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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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焦虑及抑郁评分比较结果（ x ±s，分） 

组别 
HAMA 评分 HAMD 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n=40） 42.86±6.11 24.35±4.24 52.17±8.32 28.61±5.19 

研究组（n=40） 42.91±6.08 22.19±3.41 52.22±8.29 24.36±4.22 

t 0.037 2.511 0.027 4.018 

P 0.971 0.014 0.979 0.000 
 
2.3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结果 
护理满意度统计，对照组非常满意 11 例（27.5%）、

基本满意 23 例（57.5%）、不满意 6 例（15%），护

理满意度为 85%（34/40）；研究组非常满意 13 例

（32.5%）、基本满意 26 例（65%）、不满意 1 例（2.5%），

护理满意度 97.5%（39/40），护理满意度比较，研究

组＞对照组（97.5%＞8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3.914，P=0.048＜0.05）。 
3 讨论 
本次研究中，相比对照组，研究组 HAMA 评分、

HAMD 评分更低，护理满意度更高（P＜0.05），与上

述报道具有一致性，再次证实了该护理模式的高效性、

优质性，对其原因分析，心理护理的应用，通过分析

患者的心理原因，开展针对性的心理疏导，积极与患

者沟通，可促进核心护患关系的建立[14-16]。睡眠质量

及生活质量评分比较，研究组优于对照组（P＜0.05），

可见，心理护理、细节管理的联合开展，可改善患者

睡眠质量，提升患者生活质量水平。 
综上所述，心理护理+细节管理的应用，神经内科

重症患者护理效果确切，值得临床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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