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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性理论引导的零缺陷护理模式
在重症颅脑损伤救治中的应用

张海朋　谢艳芹　白洁晶

三门峡市中心医院　河南三门峡　472000

摘　要：目的：分析重症颅脑损伤 (STBI) 救治中前瞻性理论引导的零缺陷护理模式的效果。方法：选取 2022 年 7 月至

2023 年 8 月收治的 STBI 患者 66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 ( 前瞻性理论引导的零缺陷护理 ) 和对照组 ( 常规急救护理 ) 各 33 例，

对比效果。结果：观察组各指标优于对照组 (P<0.05)。结论：前瞻性理论引导的零缺陷护理可有效提升 STBI 救治效果，效

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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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经外科、急诊科中，颅脑损伤 (TBI) 属于多见病，

会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命安全、身体健康。而导致该病的原因

比较多，但主要为外力作用，如火器伤、高处坠落等。重症

颅脑损伤 (STBI) 属于一种颅脑中的危急重症，其存在高达

40% 的病死率，若未进行及时的抢救则会发生抢救失败情况，

而且如果在抢救后没有获得恰当护理，患者也会存在较高的

并发症发生率，死亡可能性也会随之增加 [1]。急诊加强抢救

护理既可以将治疗 STBI 期间并发症的风险降低，而且对于

增加抢救成功率、减少致残率方面意义重大。前瞻性理论属

于体现以人为本的思维方式，是现代服务发展的产物，可以

将治疗期间患者出现负面情绪的可能性减少，保证心态良好
[2]。以该理论为基础的零缺陷护理模式是完善影响患者治疗

预后的护理不足指出，降低治疗疾病过程中发生患者主观危

害因素。在 STBI 患者救治中应用对于抢救效果的提升非常

关键。因此，本研究对 STBI 患者采取上述护理模式，效果

满意，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2022 年 7 月至 2023 年 8 月，66 例 sTBI 患者，随机分

为观察组 33 例，男 18 例，女 15 例，平均年龄 (50.28±1.74)

岁；对照组 33 例，男 19 例，女 14 例，平均年龄 (51.19±2.20)

岁，两组资料对比 (P>0.05)。

1.2 方法

对照组：常规急救护理，包括进入医院后的患者应该

按照其病情进行处理外伤等常规护理措施。

观察组：前瞻性理论引导的零缺陷护理模式，包括：

1）患者在被急诊中心接收后应该对其体征进行细致的观察，

同时与临床经验相结合实施前瞻性的预判，对病情程度、日

后可能发生的负面情况进行预测，进而采取针对性的预防方

法；将病情正确的转达给患者、家属，避免患者原因而导致

加重病情情况。2）急救室就之前的护理。在前瞻性理论的

引导下对转运期间患者的突发情况、不良反应进行预测，按

照结果提前实施预防措施，保证转运的安全性。3）急救室

救治期间的护理。通过前瞻性理论的引导预判可能于救治期

间发生的风险事件，急诊中心联合脑外科一起明确零缺陷护

理计划的具体内容；提前检查急救仪器，保证期始终为备用

状态，随时了解检查结果；护理人员按照零缺陷护理及病情

预判的要求，保证呼吸道始终处于顺畅状态，明确拔管的具

体时间，使急救室对患者抢救期间可能发生的缺陷尽量降低

到零；疏导患者、家属的负面情绪，将患者本身影响病情的

因素排除。

1.3 观察指标

昏迷情况 [3]：GCS 评价；恢复情况：GOS 评价 [4]，分数

越高表示昏迷越轻、恢复越好。

并发症：肺部感染、脑疝、脑心综合征等。

抢救时间：急诊室抢救时间、住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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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统计学处理 

SPSS18.0 分析数据，P ＜ 0.05 统计学成立。

2 结果

2.1 两组 GOS、GCS 评分比较

抢救后，组间对比 (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 GCS、GOS 评分对比 [（`x±s），分 ]

分组 例数
GCS 评分 GOS 评分

入院时 抢救后 入院时 抢救后

观察组 33 5.25±1.02 10.96±1.89 3.15±1.06 4.50±0.39

对照组 33 5.32±1.06 8.10±1.49 3.13±1.10 3.88±0.97

t 值 0.325 7.503 0.332 8.521

P 值 >0.05 <0.05 >0.05 <0.05

2.2 两组并发症比较

组间对比 (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并发症对比 (n,%)

分组 例数 脑积水 脑疝 脑心综
合征

尿路感
染

肺部感
染 合计

观察组 33 0(0.00) 1(3.33) 1(3.33) 1(3.33) 1(3.33) 12.12(4/33)

对照组 33 2(6.67) 3(9.09) 2(6.67) 3(9.09) 2(6.67) 36.36(12/33)

X2 值 5.114 3.820 1.412 4.205 3.225 12.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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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两组抢救时间比较

组间对比 (P<0.05)。见表 3。

表 3 两组抢救时间对比（`x±s）

分组 例数 住院时间 (d) 急诊室抢救时间
(min)

观察组 33 10.52±2.59 35.12±2.13

对照组 33 15.27±2.35 43.55±2.05

t 值 5.362 4.882

P 值 <0.05 <0.05

3 讨论

目前，STBI 属于突发性疾病中具有比较高致残率、致

死率的一种，已经成为威胁人们生命的重大疾病，而 STBI

的界定主要根据的是患者的运动反应、语言反应以及睁眼

反应等，其中轻度的脑损伤指的是其评分在 13~15 分 , 同时

满足其受伤后的昏迷时间 <20min；中度颅脑损伤评分 9~12

分，昏迷时间为 20min~6h；STBI 评分 3~8 分，昏迷时间超

过 6h。有关调查表示，STBI 在全身损伤中所占的比例高达

20%，同时其致残率、致死率均位居第一位。流行病相关的

调查数据指出 [5]，STBI 在骨伤病症中，其发病率紧随四肢

骨折其后，而且对比女性，男性存在高达 2.5% 的发病率。

分析其中病因：城市中坠落伤、外力打击伤、交通事故伤占

比分别为 15.7%、23.8%、31.7%。农村中跌伤、高处坠落上

占比依次为 16.6%、40.7%。该数据说明颅脑损伤存在一定

的高发性。临床抢救 STBI 以突发性特点为重要原因，患者

会存在瞳孔改变、意识障碍，患者伴随的神经系统异常等情

况均会增加患者急诊抢救的难度，该类患者如何增加其抢救

成功率，减少其致残率、致死率属于现阶段医学研究人员关

注的重要内容 [6]。

前瞻性理论引导下的护理模式指的是结合抢救期间，

患者可能发生的风险事件而事实的预防性护理，促使护理质

量的提升。零缺陷护理需要在开始各项护理工作签，护理人

员提前做好全部事件，实现近乎零缺陷的护理质量 [7]。前瞻

性理论引导下的零缺陷护理属于将上述两种干预优势联合

起来，让医生、护士以及患者密切联系在一起，将评估、转

运、治疗等延迟问题有效处理，减少急诊对患者救治的时间；

而且此模式将三者的缺陷尽量排除，避免潜在病变对患者的

不良影响，促使预后改善，减少病死率；此种模式下的医护

人员排查缺陷，规避内在病变，降低救治期间的缺陷，减少

病死率、并发症等出现率 [8]。本研究结果证实此种护理效果

理想。

总之，STBI 经过前瞻性理论引导的零缺陷护理对于抢

救效果的增加，并发症的减少及病情的恢复非常有利，值得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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