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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预见性护理程序在脑出血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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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析在脑出血患者中实施预见性护理程序的实际成效。方法 选择 2022 年 8 月至 2024 年 8 月

时间段内，我院接收的 60 例脑出血患者为研究样本，依据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均分为两组，即对照组与观察组，

每组 30 例。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实验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采取预见性护理程序。对比两组的并发症发生情

况及护理满意度。结果 相比于对照组，观察组的并发症发生率明显更低（P<0.05）；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显著更

高（P<0.05）。结论 在脑出血患者的临床护理中，采用预见性护理程序能够有效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并提升患者

的护理满意度，值得在临床实践中进一步推广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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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ctual effectiveness of implementing predictive nursing procedures in patients 
with cerebral hemorrhage. Methods 60 patients with cerebral hemorrhag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August 2023 to 
August 2024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ample.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namely the reference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ith 3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reference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care,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anticipatory nursing procedures in addition to routine 
nursing care. Compare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reference group,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P<0.05);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P<0.05). Conclusion In the clinical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cerebral hemorrhage, the use of predictive nursing procedures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complications and improve patient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care. It is worth further promoting and adopting in cli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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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出血作为一种危害极大的脑血管疾病，严重威

胁着患者的生命安全与躯体健康。在脑出血患者的治

疗过程中，护理工作的质量直接影响到患者的康复效

果和预后[1]。因此，寻求更加先进、高效的护理方法，

对于提升脑出血患者的治疗成效至关重要。预见性护

理程序作为一种前沿的护理模式，旨在预先识别患者

的风险因素，并据此设计个性化的预防方案，进而显著

减少并发症的发生，促进患者的康复进程[2]。 
本研究旨在探析脑出血患者中应用预见性护理程

序的实际效用，以期为临床实践提供有价值的参考，现

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选取 2022 年 8 月至 2024 年 8 月我院神经外科收

治的 60 例脑出血患者为研究样本，将其按照随机数字

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30 例。对照组，男性

19 例，女性 11 例；年龄 45-78 岁，平均（62.56±8.74）
岁。观察组中，男性 21 例，女性 9 例；年龄 46-79 岁，

平均（62.60±8.71）岁。两组资料差异小（P>0.05）。 
纳入标准：①明确诊断为脑出血；②签署知情同意

书并愿意配合研究；③病历资料完备。 
排除标准：①伴有其他严重疾病；②有精神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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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③同一时段参与其他研究。 
1.2 方法 
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涵盖病情观察、药物指导以

及营养支持等方面。观察组则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增

加预见性护理程序，具体内容包括： 
（1）风险评估：患者入院后，由责任护士对其开

展全面的风险评估工作。这包括但不限于对病情的详

细询问、年龄及基础疾病的了解。针对脑出血患者可能

出现的压疮、肺部感染、便秘及尿路感染等并发症，逐

一进行潜在风险的评估。评估过程中，仔细记录患者的

身体状况、既往病史以及当前病情趋势。 
（2）预防措施：基于风险评估的结果，为每位患

者量身定制预防措施。例如，对于压疮风险较高的患

者，推荐使用气垫床，并定期帮助患者变换体位，以缓

解长时间卧床对皮肤造成的压迫。定期检查患者的皮

肤状况，一旦发现红肿或破损迹象，立即采取相应措

施。对于肺部感染风险较高的患者，需加强其口腔护

理，保持呼吸道通畅，定期为患者吸痰、拍背，以防止

肺部感染的发生。 
还需密切关注患者的呼吸状况，一旦发现异常，立

即通知医生进行处理。针对便秘风险较高的患者，提供

饮食指导，鼓励患者摄入富含纤维的食物，并鼓励进行

适度的床上活动。对于尿路感染风险较高的患者，需关

注其会阴部的清洁，定期更换尿管，并进行必要的膀胱

冲洗。 
（3）健康教育：向患者及其家属系统讲解脑出血

的成因，如高血压、动脉硬化等危险因素；详细描述脑

出血的常见症状，如头痛、呕吐、肢体偏瘫等；清晰阐

述治疗方法，包括药物治疗、手术治疗及康复训练的必

要性。同时，强调康复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如合理饮食、

规律作息、避免情绪激动等。 
（4）动态监测：在患者住院期间，对其进行持续、

动态的监测。这包括对生命体征的监测、意识状态的观

察以及并发症发生情况的记录。一旦发现患者出现异

常情况，需立即报告医生，并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此

外，还需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及时调整预防措施和健

康教育内容。 
1.3 观察指标 
（1）并发症发生情况：记录两组患者在住院期间

发生的并发症种类及例数，包括压疮、肺部感染、便秘、

尿路感染等。并发症发生率=并发症发生例数/总例数

×100%。 
（2）护理满意度：采用我院自制的护理满意度调

查问卷，在患者出院前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服

务态度、护理技能、健康教育、病房环境等方面，分为

不满意、满意和非常满意三个等级。计算总满意率，总

满意度=（满意例数+非常满意例数）/总例数×100%。 
1.4 统计学分析 
研究数据经 SPSS23.0 处理，采用卡方（χ2）对分

类变量进行统计，以%表示，P<0.05 表示差异显著。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的并发症发生情况 
对照组的并发症发生率显著更低（P<0.05），详见

表 1。 
2.2 对比两组的护理满意度 
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显著更高（P<0.05），详见表 2。 

表 1  两组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n，(%)] 

组别 例数 压疮 肺部感染 便秘 尿量感染 总发生 

观察组 30 1（3.33） 0（0.00） 1（3.33） 0（0.00） 2（6.66） 

对照组 30 2（6.66） 2（6.66） 3（10.00） 1（3.33） 8（26.67） 

χ2 - 
 

4.320 

P - 0.038 

表 2  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n，(%)] 

组别 例数 不满意 满意 非常满意 总满意 

对照组 30 18（60.00） 9（30.00） 3（10.00） 30（100.00） 

观察组 30 9（30.00） 12（40.00） 9（30.00） 21（70.00） 

χ2 - 
 

10.588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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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脑出血作为一种严重的脑血管疾病，具有发病率

高、致残率高和死亡率高的特点，使得患者在治疗过程

中对护理措施的需求尤为迫切[3-4]。脑出血患者的康复

不仅依赖于及时有效的治疗，更离不开全面细致的护

理。适当的护理措施不仅能够促进患者的生理功能恢

复，还能有效减少并发症的发生，从而提高患者的生存

质量和预后效果。因此，针对脑出血患者采取科学、合

理且有针对性的护理措施至关重要。 
在脑出血患者的常规护理中，通常包括病情监测、

药物治疗、营养支持等基础内容。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

上能够保障患者的生命体征稳定，为患者的康复奠定

基础，但往往缺乏对患者个体差异和潜在风险的充分

考虑，导致在某些情况下护理效果有限，并发症的发生

率仍然较高[5]。本研究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创新性地

引入了预见性护理程序。通过对观察组患者实施预见

性护理，发现观察组的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

其护理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这一结果充分验证了

预见性护理程序的有效性。 
预见性护理程序通过全面的风险评估，为患者量

身定制预防措施，从而实现了对患者潜在风险的精准

防控[6]。这种护理模式不仅彰显了护理工作的主动性和

前瞻性，更在极大程度上提升了护理工作的针对性和

实效性。其核心优势在于“预见性”，即护理团队会综

合考虑患者的病情、年龄、基础疾病以及生活习惯等多

方面因素，运用专业知识和经验，提前预测患者可能出

现的并发症风险，并据此制定出科学合理的预防措施
[7]。这种方法不仅能显著降低脑出血患者并发症的发生

率，还能有效加快患者的康复进程，提高了康复效果。

同时，预见性护理程序还十分注重患者的健康教育，通

过系统、全面的讲解，使患者及其家属能够深入了解脑

出血的成因、症状、治疗方法以及康复过程中的注意事

项，进而增强其对疾病的认知与自我管理能力[8]。这种

教育方式不仅有助于患者更好地配合治疗，还能促进

患者在康复过程中的主动参与，进一步加速了患者的

全面康复[9]。 

综上所述，预见性护理程序在脑出血患者的护理

中效果显著，值得在临床护理中进一步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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