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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见性护理在急诊科脑卒中患者中的应用价值 

吴 雪，丁 争* 

江苏省淮安市八十二医院  江苏淮安 

【摘要】目的 分析探讨预见性护理对急诊科脑卒中患者常见并发症的影响研究。方法 本文的急诊科脑卒中

患者入院时间均为 2022 年 11 月到 2023 年 11 月，选择其中的 66 例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参照组，其中研究组 32
例，参照组 34 例。分别对两组患者通过预见性护理和常规护理进行干预，比较两组患者的救治有效率和并发症

发生率。结果 研究组的临床救治有效率明显比参照组更高，有统计学差异（P＜0.05）；研究患者的并发症发生

率明显低于参照组，有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 预见性护理可提升急诊科脑卒中患者救治有效率，能够降

低患者并发症的发生，值得临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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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value of predictive nursing in patients with stroke in emergency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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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predictive nursing on the common complications of stroke 
patients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Methods The time of admission of stroke patients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of 
this paper was from November 2022 to November 2023. 66 of them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study group and reference 
group, including 32 cases in the study group and 34 cases in the reference group. The treatment efficiency and complication 
rat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by the intervention of predictive nursing and routine nursing respectively. Results 
The clinic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reference group (P < 0.05). The 
complication rate of the study patient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reference group, with statistical difference 
(P < 0.05). Conclusion Predictive nursing can improve the treatment efficiency of stroke patients in emergency department 
and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complications,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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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是老年人脑血管多发病。近年来，脑卒中

发病率逐年升高，且呈年轻化的趋势，其发病突然、病

情多、病程较长且恢复缓慢，临床致残率和致死率都较

高，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随着医疗水平的

不断提高，脑卒中的病死率已经明显下降，但其致死率

仍较高，如何降低脑卒中致死率，改善患者生存质量是

目前的主要问题。康复护理可以有效地恢复患者肢体

功能，对患者功能的恢复有重要的作用。为探讨预见性

护理对急诊科脑卒中患者常见并发症的影响临床效

果，本文对本院急诊科 2022 年 11 月到 2023 年 11 月

收治的脑卒中患者 65 例进行了对照研究，现分析报道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文的急诊科脑卒中患者入院时间均为 2022 年

11 月到 2023 年 11 月，选择其中的 66 例随机分为研究

组和参照组，其中研究组 32 例，参照组 34 例。研究

组男女分别 16、16 例，年龄最低 45 岁，最高 78 岁，

均值（62.13±8.46）岁，发病后 0.5~5h 入院，平均

（3.13±0.54）h；对照组男女分别 16、18 例，年龄最低

45 岁，最高 78 岁，均值（61.34±8.56）岁，发病后 1~5h
入院，平均（3.05±0.51）h。伦理标准均符合《世界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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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赫尔辛基宣言》，调查对象及家属在《知情同意书》

上签字，经过统计学软件检验一般资料，差异不显著（P
＞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参照组 
给予常规治疗及预见性护理干预中的基础护理，

对患者按照常规的护理手段开展护理，常规类患者进

行接诊，准确地进行分诊，判断患者的病情，与此同时

协助主治医生对患者进行相关的手术抢救等，后对患

者进行常规监视，保证患者的安全，为患者提供营养输

入等等。 
1.2.2 研究组 
在参照组基础上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

预见性护理干预措施： 
（1）心理干预：①加强护患之间的沟通，主动和

病人进行交流，了解患者的疾病史和现病史，结合患者

的个性特点制定可以满足患者需要的护理计划。②在

和患者沟通时，可向患者介绍一下医院的医疗水平和

救治成功案例，帮助患者树立治疗信心，增加患者治疗

的依从性。③护理人员在日常工作中，根据患者的社会

环境、家庭背景、认知需求及时找到不良情绪的原因，

给予相应的应对措施，对于抑郁焦虑患者加强心理指

导并建议其至心理门诊咨询，确保患者以平和的心态

配合护理治疗。 
（2）功能康复训练：①对卧床患者，帮助患者采

取恰当的体位，避免长时间卧床，尽早进行体位转换及

关节活动，可降低肢体痉挛，提高患肢功能康复。当患

者在床上活动时，适当改变间隔时间。康复锻炼应循序

渐进，运动量由小到大，运动类型由易到难，不能操之

过急，否则会引起不良反应。②指导患者及家属进行瘫

痪肢体被动康复训练，包括肩关节、肘关节、腕关节、

手指、髋关节、膝关节及踝关节的屈曲及伸展运动，注

意关节的保护。③指导患者进行健侧上肢带动患侧助

力运动训练，患者两手相握，十指交叉，肘关节伸直，

举过头顶，然后屈肘回收。④指导患者坐起及站立训

练，根据患者情况决定单人搀扶或是双人搀扶，脱离助

力后可进行自主站立训练，站立时间由长到短，以防跌

倒。⑤指导患者下肢助力步行训练，抬头挺胸，目视前

方，扶好支撑，先迈患足，再迈健足，步距保持相等，

严禁穿拖鞋训练。 
（3）潜在并发症的预防：①肺部感染：脑卒中患

者长期卧床，排痰困难，是影响其预后的重要原因之

一。轻者表现发热、咳嗽，重者呼吸困难，发生低氧血

症。除了监测生命体征和正确的体位指导外，可通过指

导患者掌握正确的咳嗽、咳痰和有效呼吸的方法来减

少肺部感染的发生，对于痰稠可通过支气管镜、雾化吸

入和合理使用抗生素，以促进痰液的排出；②应激性溃

疡：主要表现出现黑便及进行性血红蛋白下降，密切监

测生命体征的变化，及时听取不适主诉，注意大便隐血

及血常规等化验指标变化，对应激性溃疡患者，遵医嘱

合理使用抑酸药物（如奥美拉唑、法莫替丁等）来预防

消化道出血并发症；③压力性损伤：脑卒中患者由于肢

体瘫痪，长期卧床，可造成局部皮肤长期受压，导致皮

肤和皮下组织缺血缺氧而出现损伤、溃疡甚至坏死。可

做好患者的定时翻身、予以局部减压、使用气垫床、增

加营养、预防性敷料等措施来预防压力性损伤的发生。 
1.3 观察指标 
统计两组患者的临床救治有效率和并发症发生

率。如果患者抢救成功，术后评估神经功能和术前相比

改善超过 70%，则说明救治有效，否则无效；并发症

包括褥疮和感染。 
1.4 统计学方法 
运用 SPSS20.0 程序进行数据分析，各比例数据以

n（%）形式展示；采用 χ²检验对各类指标进行统计分

析；若数值平均数（x±s）符合正态分布，采取 t 检
验来检测其显著性差异； 

当 P 值＜0.05 时，认为两组间存在统计学上的显

著差异。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救治有效率比较 
研究组的临床救治有效率明显比参照组更高，有

统计学差异（P＜0.05）。详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的救治有效率比较[n（%）] 

项目 n 
救治有效率 

有效 无效 救治有效率 
研究组 32 28（87.5） 4（12.5） 28（87.5） 
参照组 34 20（58.82） 14（41.18） 20（58.82） 
χ²值 - - - 6.8346 
P 值 - - - 0.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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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项目 n 
并发症发生率 

褥疮 感染 并发症发生率 

研究组 32 1（3.13） 1（3.13） 2（6.25） 

参照组 34 4（11.76） 5（14.71） 9（26.47） 

χ²值 - - - 4.8529 

P 值 - - - 0.0276 

 
2.2 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研究组的并发症发生率明显比参照组更低，有统

计学差异（P＜0.05）。详见表 1。 
3 讨论 
脑卒中是指急性脑循环障碍迅速导致局限性或弥

漫性脑功能缺损的临床事件，依据神经功能缺失持续

时间分为短暂性脑缺血发作，超过24小时称为脑卒中；

依据病理性质可分为缺血性脑卒中和出血性脑卒中，

缺血性脑卒中又称为脑梗死。脑卒中是神经系统的常

见病和多发病，死亡率约占所有疾病的 10％，是目前

人类疾病三大死亡原因之一，脑卒中的发病率随着年

龄的增长而增长，并与环境、饮食和气候等因素有关，

在我国，脑卒中患者已达 500 万以上，且每年还有约

150 万人新发[1]。随着现代医学的进步和诊疗技术的发

展，脑卒中的救治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但致残率却高达

70％-80％，大约有 85％的患者遗留有一侧上肢运动功

能障碍，或手功能障碍，仅不到 20%患者的手功能完

全或接近完全恢复[2]。 
在神经科临床中，脑卒中非常常见，而且致亡率非

常之高。虽然脑卒中多见于中老年人患者，但是随着经

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脑卒中患者与日

俱增，而且呈现年轻化的发展趋势。脑卒中轻则导致残

疾，重则诱发死亡，对患者的生命构成了威胁，严重影

响到患者乃至其家属的正常生活，在生活节奏日益加

快的今天，必须意识到脑卒中所带来的致命影响。大部

分患者由于疾病的困扰，易产生焦虑、抑郁、哀伤、暴

躁等负面情绪，不仅会影响患者的治疗效果，还会严重

影响患者的预后质量。护士从多方面关注患者的情绪

变化进行准确评估，及时给予患者心理疏导和耐心解

答，帮助患者缓解不良情绪困扰，用乐观、积极的心态

面对自己的疾病，能够有效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和

治疗效果，从而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采用预见性护理模式，护理人员可以通过对患者

进行全面的评估和分析，及时发现患者的问题，并采取

相应的护理干预措施，遵循先预防后治疗的原则，将被

动的护理工作转换成主动护理形式[3]。预见性护理模式

可以形成协作治疗的机制，提高了医护人员的团队合

作和配合效率，充分发挥了医护人员之间的优势互补

作用和各自的专业水平和技能，提升护理人员专业素

质，有效地提高了脑卒中患者的治疗效果，使患者的满

意度得到提升。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研究组的临床救治有效率明

显比参照组更高，87.50%VS58.82，有统计学差异（P
＜0.05）。齐爽[4]学者研究结果表明，实验组临床救治

率比对照组高，87.00%VS60.00%，差异显著（P＜0.05）。
究其原因，这种护理方式通过加强对患者的生命体征

监测及护理，减少了患者救治期间不良现象的发生，从

而提高了临床急救治疗的有效性及安全性，最大限度

确保患者生命安全及预后效果。 
本研究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参照组，

6.25%VS26.47%，有统计学差异（P＜0.05）。张晓艳
[5]学者研究结果表明，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比对照组更

低，5.00%VS20.00%，指标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究其原因，预见性护理有助于及早发现并处

理脑卒中患者可能发生的各种并发症，通过对患者的

病情变化进行动态观察和评估，护理人员可以及时发

现患者体温、心率、呼吸等生命体征的异常变化，及时

采取相应的护理措施和治疗措施，从而有效减少并发

症的发生率[6-8]。 
综上所述，预见性护理可提升急诊科脑卒中患者

救治有效率，能够降低患者并发症的发生，值得临床借

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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