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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脑梗死合并肺部感染整体护理应用效果探析 

余 慧 

驻马店市中医院脑一科  河南正阳 

【摘要】对于临床急性脑梗死合并肺部感染患者护理中整体护理的应用效果进行探讨。方法 抽取 100
例急性、脑梗死合并分别感染患者开展研究（2019 年 7 月至 2021 年 8 月），所有入选患者利用奇偶法均分

为对照组（n=50）及观察组（n=50），利用常规护理模式对对照组患者进行干预，而观察组患者则主要采

取整体护理模式进行干预，对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后肺部感染发病率及病死率、护理满意度进行对比。结果 
经护理干预后发现，对照组患者的肺部感染发病率和病死率分别为 20%和 12%，观察组患者的肺部感染发

病率和病死率分别为 2%和 0，可见，观察组患者肺部感染病死率和发病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
＜0.05。经护理干预后对照做患者护理满意度为 78%，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度为 96%，两者相比较观察组患

者护理满意度明显更高，差异显著，P＜0.05。结论  在临床治疗急性脑梗死合并肺部感染患者过程中整体护

理干预可以实现患者肺部感染发病率和病死率的有效控制，同时也能有效提升患者护理满意度，在临床上

具有巨大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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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holistic nursing on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complicated with pulmonary 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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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Zhumadia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Zhengyang County, Henan 463000 
Abstract: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holistic nursing in the clinical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complicated with pulmonary infection. Methods 100 patients with acute and cerebral infarction combined 
with infection were selected for research (July 2019 to August 2021). All the selected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n=50)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n=50) by parity method.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intervened by conventional nursing mode, while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intervened mainly by 
holistic nursing mode, and the incidence rate, mortality Nursing satisfaction was compared. Results After nursing 
intervention, it was found that the incidence rate and mortality of lung infection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20% and 
12% respectively, and the incidence rate and mortality of lung infec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2% and 0 
respectively.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mortality and incidence rate of lung infec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After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78%, and that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6%. Compared with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Conclusion In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complicated with pulmonary infection, the overall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effectively control 
the incidence rate and mortality of patients with pulmonary infection, and can also effectively improve patients'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which has great clinic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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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神经内科一种常见的突发性疾病，急性脑

梗死主要是因患者脑部血液循环出现障碍或而产生

急性出血症状而导致脑部功能受损，属于临床上的

一种急性病症，急性脑梗死通常体现出病情爆发突

然、发展迅速等一些特征，患者在出现急性脑梗死

症状后短时间内会给脑部组织造成不可逆损伤，严

重时甚至会直接导致患者死亡[1]。而急性脑梗死经

常会并发脑部感染，这也是导致患者致死率较高的

一个主要原因。针对急性脑梗死患者及时开展有效

预防和治疗对于保障患者生命安全具有重要实践意

义。在本文研究中主要对整体护理干预在急性脑梗

死合并肺部感染患者治疗中的应用效果进行探讨，

现做如下汇报。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抽取 100 例脑出血合并偏瘫患者开展研究

（2019 年 7 月至 2021 年 8 月），所有入选患者利

用奇偶法均分为对照组（n=50）及观察组（n=50）。

对照组患者男女比例为 27:23，年龄最大值和最小值

分别为 63 岁和 76 岁，平均年龄值为（69.8±6.2）
岁；观察组患者男女比例为 26:24，年龄最大值和最

小值分别为 64 岁和 77 岁，平均年龄值为（70.0±
6.0）岁；要求患者在年龄、性别等一般治疗方面相

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具有对比价值。 
1.2 方法 
针对于对照组患者主要采取常规护理模式进行

干预，入院后首先需要对其生化指标进行严格检测，

时时关注生命体征变化，并做好吸氧护理[2]。观察

组患者则采取整体护理模式进行干预：① 针对观察

组患者具体状况要制定出相应的整体护理干预措

施，如患者属于老年患者或存在慢治病以及吸烟史

的情况下要及时制定早期护理干预方案；② 急性脑

梗死患者多数情况下都属于发病突然，病情发展迅

速，而且发病后通常身体机能会存在一定障碍，因

此作为护理人员必须要牢固树立期时间就是生命的

正确观念，患者在入院前就需针对肺部感染等并发

症做好相应的急救物品准备，患者的是入院后要第

一时间根据医嘱检查各项指标功能，同时快速为患

者建立静脉通道，并根据医师指导配置出能有效缓

解患者肺淤血的药物，并严格按照标准流程对于患

者肺部感染进行积极治疗[3]；③ 患者入院后要第一

时间评价身体状况、肺部感染等相关影响因素，例

如入院后针对患者吞咽功能障碍、既往病史、年龄

等相关情况进行了解；④ 与患者及家属做好沟通交

流工作，严格落实心理护理程序，帮助患者树立起

积极心态，提升患者对疾病治疗的配合度；⑤ 保持

合理喂养方式。如患者存在通液功能障碍的情况下

可以结合患者具体状况合理使用营养泵，通过这种

方式来有效缓解患者在喂养过程中存在的反流以及

误吸等情况，营养管在使用之前需要严格按照相关

规定利用温开水进行冲洗，在使用营养梦过程中要

合理固定营养管，整个操作过程要坚决贯彻无菌操

作流程，以此来避免患者在此过程中产生感染状况
[4]；⑥ 有效改善病房环境，保证患者病房空气质量；

⑦ 结核患者病情状况合理采取超短波治疗。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2.0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 x

±s）表示，t 检验，计数资料 n（%）表示，χ2 检验，

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肺部感染发生率和病死率对比 
经过护理干预后对照做患者出线 10 例肺部感

染和 6 例死亡，肺部感染发生率和病死率分别为

20%和 12%；观察组患者出现 1 例肺部感染，未发

生死亡病例，肺部感染发生率和病死率分别为 2%和

0。两组相比较，观察组肺部感染发生率和病死率明

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详见下表 1。 
2.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 
经护理干预后观察组患者整体满意率达到

96%，对照做患者护理满意率为 78%，两组相对比，

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明显更高，差异显著，P＜
0.05。详见下表 2。 

表 1 两组患者肺部感染发生率及病死率对比[n(%)] 

组别 例数 肺部感染发生率 病死率 

观察组 50 1（2） 0（0） 
对照组 50 10（20） 6（12） 
χ2  7.125 7.694 
P  0.007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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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满意率 

观察组 50 28（56） 18（36） 2（4） 2（4） 48（96） 
对照组 50 16（32） 6（12） 17（34） 11（22） 39（78） 
χ2      7.603 
P      0.004 
 
3 讨论 
急性脑梗死患者吞咽功能和咳嗽能力会受到一

定限制，需要长期卧床，因此有很大几率会导致肺

部感染[5]。根据临床数据调研发现，急性脑梗死患

者肺部感染平均发生率能够达到 7.08%，而患者年

纪、营养状况、基础疾病等都与肺部感染存在直接

关联，而上述因素在诊疗过程中可以进行有效规避
[6]。因此在急救治疗急性脑梗死患者的过程中采取

合理护理模式进行干预非常关键。根据本次研究发

现，对照做患者出线 10 例肺部感染和 6 例死亡，肺

部感染发生率和病死率分别为 20%和 12%；观察组

患者出现 1 例肺部感染，未发生死亡病例，肺部感

染发生率和病死率分别为 2%和 0。能租相对比，观

察组肺部感染发生率和病死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

异显著，P＜0.05。经护理干预后观察组患者整体满

意率达到 96%，对照做患者护理满意率为 78%，两

组相对比，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明显更高，差异

显著，P＜0.05。由此指示，整体护理干预在急诊治

疗急性脑梗死合并肺部感染患者中能充分保障患者

营养供应，全面提升患者入院后的免疫抵抗力；而

且可以针对患者各类基础疾病进行有效控制，从而

使患者的肺部感染发生率和病死率得到有效控制，

也能自己提升患者的整体护理满意率。 
综上所述，在临床急诊救治急性脑梗死患者的

过程中通过整体护理可以对患者肺部感染进行有效

干预，能发挥出防患于未然的效果，同时对患者意

识恢复没有积极促进作用，可进一步提升患者的治

愈率，有效改善患者预后，在临床上可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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