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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见性护理与优质护理应用于重型颅脑损伤护理中的效果观分析 

赵 丽，李秋柔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〇医院神经外科  云南昆明 

【摘要】目的 探讨对重型颅脑损伤患者实施预见性护理与优质护理的效用价值。方法 此次研究共选取 132
例患者，经诊断均为重型颅脑损伤病症，对比前需进行摇号分组，其中对照组 66 例患者采用常规护理方式，而

观察组人数相同但护理方式为预见性护理与优质护理，对两组实际应用效果进行比较。结果 经研究结果来看，

护理干预前两组患者神经功能缺损程度、日常生活能力评分经对比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护理干预后，相

比对照组，观察组 NIHSS 评分显著降低，并且 Barthel 指数大幅度提升（P＜0.05）；与此同时观察组并发症发生

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 对于重型颅脑损伤患者而言，在治疗期间实施预见性护理与优质护理手段

可有效减轻患者神经功能缺损情况，改善患者日常生活能力，最大程度降低并发症的发生，为患者的生命健康提

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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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ness and value of predictive care and high-quality care for patients 
with severe craniocerebral injury. Methods A total of 132 patients were selected for this study, all of whom were diagnosed 
with severe craniocerebral injuries. They were divided into groups by lottery before comparison. Among them, 66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care,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the same number of patients but the 
nursing care method was predictive. Nursing and high-quality nursing, and the actual application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results,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comparison of the 
neurological deficit degree and daily living ability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before nursing intervention (P>0.05). 
However, after nursing intervention,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NIHSS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nd the Barthel index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P<0.05); at the same time,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For patients with severe craniocerebral injury,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edictive care and high-quality nursing 
methods during treatment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patient's neurological deficit, improve the patient's daily living ability, 
minimize the occurrence of complications, and provide better protection for the patient's life and health. Provide strong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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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重型颅脑损伤是神经外科常见疾病，其有着致死

率及致残率较高的特点，患者会存在意识及感觉障碍，

而且颅内压的上升极易引发脑疝，从而威胁患者生命

健康，对此还需及时展开系统性治疗，并配合全面的护

理服务。本文主要探讨了预见性护理与优质护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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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重型颅脑损伤护理中的效果，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纳入实验的132例对象均为院内2023年4月~2023

年 9 月收治的重型颅脑损伤病症患者，因后期需采取

比较的方式进行差异判别，所以实验前应进行分组，分

组方式随机展开，以对照组作为参照对象，并设立观察

组，为能够确保实验结果具有参考价值，两组人数应当

相同。患者年龄在 23~55 岁区间，对照组与观察组男

女人数、平均年龄分别为 35、31 例（39.75±4.06）岁

与 37、29 例（40.02±4.25）岁。纳入标准：经影像学

诊断患者均符合重型颅脑损伤病症，患者及其家属均

对此次实验知情并表示同意配合，本次研究的内容、流

程、操作细节、方案拟定以及相关注意事项等均已通过

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审核；排除标准：合并其他器质性疾

病、病情极度不稳定濒死状态、血液系统疾病、精神异

常患者。将其临床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呈现出（P＞
0.05）。 

1.2 方法 
对照组予以常规护理，主要是辅助患者相关检查，

配合医生完成各项治疗操作，同时实时监测并记录患

者生命体征以便于及时发现异常，做好患者情绪疏导

工作，在饮食用药方式给予指导，以此来提高患者的配

合度。 
观察组实施预见性护理与优质护理手段，以此来

提高护理的相符性与可行性，确保可为患者提供全面

且具有针对性的护理服务，其实满足患者生理、心理等

方面的需求，主要可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1）心理护理，因重型颅脑损伤患者基本处于昏

迷状态，部分患者存在一定意识，因其有着突发性特点，

患者难以接受，并且出于对病情及预后的担心会有焦

躁不安、恐惧等负性情绪，其依从性也会随之下降，给

后续检查及治疗工作的开展造成较大阻碍，对此还需

在患者入院时热情接待，护理人员全程陪同，不仅需要

对患者展开心理疏导，还应当安抚其家属的情绪，在任

何操作时均需为患者说明其必要性与目的，及时告知

家属患者的现状与治疗计划，以此来减轻其心理压力，

取得患者与家属配合，保证治疗及护理工作的顺利开

展[1]。 
（2）病情护理，①急性期，实时监测患者各指标

情况，包括血压、心率、血氧饱和度、呼吸频次、脉搏、

体温等，记录患者大小便与输入液体量，评估患者是否

存在气体器官损伤，而根据以往经验来看，在此阶段常

会出现中枢性高热，在此还需做好全面预防工作，并在

发生时采用冬眠疗法来最大程度降低对患者的影响。

同时患者颅内存在积血会导致颅内压增高，从而引发

呕吐及头痛等情况，因此对于呼吸较慢、脉搏较低、血

压升高的情况应考虑颅内压升高，并采取合适措施展

开处理。②脑-肺功能不全，及时清除患者口鼻腔分泌

物，可轻拍患者背部帮助患者排痰，保持呼吸通畅性，

并注意确保呼吸道的湿润性，同时在展开各项操作时

应秉承着无菌操作原则，以免引发肺内感染，对于存在

呼吸不畅情况的患者应进行插管或应用呼吸机提供氧

气支持[2]。③脑功能不全，查看患者意识与瞳孔变化与

躁动程度，并与颅内损伤程度结合，评估患者脑疝情况，

观察患者瞳孔光反射情况、大小、形状，对于存在眼球

固定、光放射消失情况的患者说明其存活可能性较低，

若瞳孔正常光反射减弱考虑小脑幕切迹痛征兆，需及

时堵住医生完成针对性治疗。④脑-肝功能不全，查看

患者巩膜与皮肤情况，化验患者肝功能，视情况给予适

量蛋白质，在不影响治疗情况下尽量避免应用肝功能

受损的药物。 
（3）早期呼唤护理，在展开护理操作时还需多呼

唤患者，告知患者所需配合的事项，多鼓励患者，使得

患者尽快苏醒，也可应用音乐进行刺激，叮嘱家属多陪

伴患者，在床旁与其共同回忆印象深刻的事情[3]。 
（4）康复护理，需保证患者处于绝对卧床休息状

态，避免反复搬动，防止活动量较大造成病情加重，影

响患者康复。同时做好室内卫生，保持空气流通性，定

期对患者肢体进行按摩，促进血液循环，防止褥疮及下

肢深静脉血栓问题的发生。同时还需将头部偏向一侧，

避免误吸；保持饮食的营养摄入充足，多食用粗纤维食

物，以防便秘。在其病情稳定后即可遵循渐进的引导其

展开康复训练，通用可采用反复多次、不断强化的方式，

给予患者特定的感觉刺激[4]，以此来促进患者尽快康复。 
1.3 观察指标 
①在护理前后对两组患者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进行

评估，可应用 NIHSS 量表，分值在 0~42 分区间，得分

越低表明患者神经功能缺损情况越轻，反之为重。②为

掌握患者日常生活能力，可在护理干预前后利用

Barthel 指数展开全面评估，可从自主进食、洗漱、如

厕、行走等多方面展开，满分为 100 分，得分高低与患

者日常生活能力呈正相关性。③密切关注患者临床症

状表现及各指标变化情况，一旦发现异常需及时反馈

给医生展开处理，最大程度降低对患者的影响，同时做

好各并发症的记录、整合与分类工作，计算总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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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数据表示便于后期对比工作的开展。 
1.4 统计学处理 
利用计算机中的 SPSS23.0软件对各项数据进行统

计、分析比较，数据检验时使用标准差（x±s）、%
（百分比）完成，若后期结果中相关数据比较后若 P＜
0.05，则证明数据相比差异较大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通过评估所得，护理前两患者神经功能缺损程

度以及日常生活能力评分相对较低均衡（P＞0.05）；

但在采取不同护理对策后均有所改善，观察组 NIHSS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并且 Barthel 指数显著提升，数

值之间具有显著差异（P＜0.05）。具体数值见表 1。 
2.2 在将两组患者并发症情况整合后可见，观察组

仅发生 5 例并发症，占比为 7.58%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14 例（21.21%），组间经对比有显著差异（P＜0.05）。
如表 2 所示。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 NIHSS 及 Barthel 评分比较（n/%），（x±s） 

组别 n 
NIHSS（分） Barthel 指数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66 28.45±3.96 17.62±3.17 31.05±3.92 55.87±3.02 

观察组 66 28.01±4.18 11.38±3.21 32.46±4.03 64.22±2.75 

t  0.259 10.883 0.416 9.517 

P 值  ＞0.05 ＜0.05 ＞0.05 ＜0.05 

表 2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对比（n/%），（x±s） 

组别 n 感染 便秘 压疮 消化道溃疡 下肢深静脉血栓 总发生率（%） 

对照组 66 6 2 3 2 1 14（21.21） 

观察组 66 3 0 1 1 0 5（7.58） 

χ2  9.267 7.419 10.755 5.018 3.779 12.986 

P 值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重型颅脑损伤有着危重性、病情发展快的特点，临

床上重型颅脑损伤患者大部分都处于中度至重度昏迷，

部分患者会有脑疝、甚至生命体征不平稳的症状，对于

未存在明显手术禁忌症的患者，还应当及时进行手术

治疗，治疗的及时性与有效性与患者术后康复质量有

着密切关联。与此同时基于患者病情的特殊性，其对护

理工作有着较高的要求，若在急救期间出现任何处理

不当情况，均可能会直接威胁到患者的生命健康，所以

还应当密切关注患者临床表现，并结合以往经验展开

预见性护理，给予患者呼吸支持，采取相应措施预防相

关并发症，从而最大程度的降低各不良事件的发生。同

时还应当结合患者实际情况制定针对性护理方案，时

刻秉承着以患者为中心的原则，从而达到提高整体治

疗效果的目的。此次实验结果表明，观察组患者在护理

干预后神经功能缺损程度及日常生活能力水平均优于

对照组，并且并发症发生率较低（P＜0.05）。 
综上所述，对重度颅脑损伤患者实施预见性护理

与优质护理可有效减轻患者神经功能缺损情况，改善

患者生活能力，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具有一定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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