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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应用于神经内科患者的效果观察 
任  娟 

（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古交矿区总医院  山西  太原古交  030200） 

摘要：目的：探讨神经内科患者的护理方法。方法：选择 128 名神经内科住院患者，将其随机的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对照组实施常规护
理，实验组实施优质护理。观察比较两组患者的 SAS、SDS 以及生存质量评分。结果：与护理前比较，两组护理后 SAS、SDS 得分均有不同程
度的下降（P＜0.01），但实验组下降幅度大于对照组（t=3.06，3.18；P＜0.01）；护理后，两组除了“社会活动”比较无统计学意义外，其他各
方面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实验组生存质量总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t=4.87，P＜0.01）。结论：优质护理用于神经内科患者，能显著改善其心
理状态，提升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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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对于

健康保健的意识不断增强，对高质量服务有着越来越高的期望值。在

神经内科，病情严重、生活难以自理的患者较多，对其进行基础护理

和生活护理是一项非常繁重的工作，而护理的水平对患者的生活质量

影响较大。本文将 128 名神经内科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对比优

质护理和一般护理的效果。 

1 资料及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7 年 10 月-2018 年 10 月本院神经内科收治的 128 名患

者，其中男 78 名，女 50 名；平均年龄 47 岁；原发病：脑梗死 50

例，脑出血 32 例，癫痫 46 例；病程：1～6d，平均（2.5±0.3）d。

将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64 例。实验组：男 39 例，女

25 例；年龄 18～75 岁，平均（46±11）岁；原发病：脑梗死 24 例，

脑出血 17 例，癫痫 23 例；病程：1～6d，平均（2.5±0.2）d。对照

组：男 39 例，女 25 例；年龄 20～79 岁，平均（48±13）岁；原发

病：脑梗死 26 例，脑出血 15 例，癫痫 23 例；病程：1～7d，平均（2.5

±0.4）d。两组患者的性别比、年龄、原发病、病程等比较无统计学

意义（P＞0.05），具可比性。所有患者或其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本

研究得到医院伦理学委员会的批准。 

1.2 方法 

对照组行神经内科常规护理，包括对患者病情的观察，饮食、睡

眠及用药等方面的指导等。实验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针对患者

本人的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护理方法，包括：①心理护理，多鼓励患

者，和患者多沟通，及时发现患者的不良情绪，通过患者的理性发泄，

适当的劝说，讲明不良情绪对患者自身疾病的影响，教给患者调节情

绪的方法，让患者尽量保持良好、积极的心态去面对自己的疾病。②

增加社会活动，鼓励患者多参与一些力所能及的娱乐活动，分散注意

力，在活动中让患者感知自己的社会地位，不断增强患者的自信心。

③健康教育，对患者及其家属进行疾病相关内容的教育，包括疾病发

生的原因、诱发因素、临床表现以及治疗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让

家属、患者与护理人员能够共同面对疾病，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④

生活护理，在患者生活不能自理期间，护理人员应指导患者及其家属

并协助患者进行日常生活的活动，如洗头、洗澡及剪指甲等，并对其

饮食、睡眠等生活进行协助，提高患者对治疗环境的舒适度。 

1.3 观察指标 

焦虑及抑郁评分：使用 Zung 的焦虑量表(SAS)和抑郁量表(SDS)

对两组患者的进行护理干预前后的状况进行了解。生存质量：对患者

的自觉症状、日常生活、社会活动、心理情绪状况以及身体生理功能

状态等方面进行评价。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 SAS 及 SDS 的对比 

与护理前比较，两组护理后 SAS、SDS 得分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P＜0.01），但实验组下降幅度大于对照组。 

2.2 两组患者生存质量对比 

护理后，两组除了社会活动比较无统计学意义外，其他各方面比

较均有统计学意义，实验组生存质量总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 

3 讨论 

神经内科是治疗脑出血、脑梗死、癫痫等诸多疾病的科室，患者

大多病情严重，对护理工作的要求极高，稍有疏忽便可能引起护患纠

纷，影响医院正常的医疗秩序。常规护理模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无

法满足现代护理服务的高要求。优质护理是一项现代化的护理模式，

是对常规护理模式的提升，其服务理念是“以患者为中心”，为患者

提供高质量的护理服务，有利于减少护理差错，加快患者病情的康复，

构建和谐友好的护患关系。将优质护理应用于神经内科患者的护理

中，能够提升护理人员的护理技能，能优化护理流程，做到全天候无

缝隙护理；可对患者实施心理、康复锻炼、环境等多方面综合性的护

理干预，深受医生、护理人员和患者的好评，具有积极的临床应用价

值。本次试验表明，对神经内科患者实施优质护理服务可有效提升其

生存质量，提高护理满意度，且住院时间大幅缩短，以上指标均优于

单用常规护理的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的试验结

果类似。 

4 结论 

神经内科患者多为老年人，病情重、恢复慢、住院时间长，在临

床治疗的同时，护理工作的质量高低对患者的各方面都会产生较大的

影响。传统的护理模式更多的侧重于临床，护理人员根据医生的医嘱

而开展自己的护理工作，忽视了被护理者的内心需求，护理质量不高。

优质护理体现着“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用高质量的护理服务于患

者，体现了以患者为中心服务模式，也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对医疗

护理的需求。患者在高质量的护理服务中感受到了来自身体和心理的

双重护理，得到了更多的关心，对于自身疾病的治疗大有帮助。本研

究显示，优质护理会更加有效的降低患者的不良情绪，改善了患者的

心理问题，患者的心理不良因素减少了，心情愉快了更有利于疾病的

康复，其生存质量也得到显著提升。总之，将优质护理服务应用于神

经内科的患者的治疗过程中，能够帮助患者调节心理不良情绪，改善

患者的生存质量，值得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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