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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缝隙模式护理在神经外科护理中的应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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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分析无缝隙模式护理在神经外科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本次研究工作所开展的时间应该处于 2021

年 1 月至 2022 年 12 月，根据电脑所既定的随机抽选程序，挑选出上述时间内我院神经外科接受治疗的患者 152 例成为本

研究的重点探究目标，根据不同既定标准完成小组的划分，其一为总 76 例接受常规护理的对照组，其二为总 76 例在接受

无缝隙式护理的观察组，以最终所表现出的结果开展相互的对比与分析。结果：临床指标水平、不良事件发生率均更低的

为观察组（P ＜ 0.05）。结论：无缝式护理的使用对神经外科患者而言，能够减少护理风险的发生率，有效控制不良预后反应，

拥有更高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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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工作是在临床疾病治疗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

节，特别是针对于神经外科这一科室而言，护理人员所开展

的护理工作量非常大，所存在的护理风险较高，病人的病情

通常情况都处于危重且病情发展快的情况下，所以临床上不

断提出了针对于该情况的新护理观念 [1]。为了保证临床护理

工作的质量以及效率，确保患者的诊疗工作能够顺利开展，

我院针对于在神经外科接受治疗的患者，为其实施了无缝隙

护理模式，探究最终的成效。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工作所开展的时间应该处于 2021 年 1 月至

2022 年 12 月这段时间范围内，根据电脑所既定的随机抽选

程序，挑选出上述时间内我院神经外科接受治疗的患者 152

例成为本研究的重点探究目标，根据不同既定标准完成小组

的划分，其一为总 76 例接受常规护理的对照组，其二为总

76 例在接受无缝隙式护理的观察组；对照组含有男 39 例，

女37例，年龄高至67岁，低至25岁，均值（41.59±6.85）岁；

观察组组含有男38例，女38例，年龄高至68岁，低至25岁，

均值（41.74±6.58）岁；使参与者的基线资料进行相互之间

的比较与分析，不具备差异性（P ＞ 0.05）。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分为对照组的患者，对其主要是通过常规护理模式开

展相应的干预工作。

1.2.2 观察组

分为观察组的患者，对其主要是通过使用无缝隙式护理

模式开展相应的干预工作，其所涉及到的具体干预内容：（1）

构建无缝隙护理小队：需要在神经外科选择拥有 3 年以上工

作经验，并且具有熟练专业能力与技巧的护理人员参与进本

次研究之中。所选择的护理人员应该有一个开展整体护理统

筹工作的护理组长，同时对于每一个护理人员而言，其所负

责的患者应该为 1-2 名，在正式开展护理干预工作的过程

之中若出现了任何的问题，都需要及时向责任医师以及护理

组长汇报。同时对于护理组长而言，其需要对工作人员的排

班进行及时的调整，使得护理人员在进行交接班以及交接病

人的时候均能够做到无缝连接。（2）规范工作质量：为了

能够使护理工作人员的所提供的工作内容更加的规范化，就

需要拥有更加规范化的工作评价标准以及考核的制度，就针

对于护理工作人员来说，需要让护理人员所拥有的护理水平

以及护理工作态度得到有效提升，并且还需要定时定期组织

针对于无缝隙护理小队护理人员完成新的护理知识学习，以

及对旧知识的考核与抽查，让护理人员自身的业务能力水平

以及专业素养水平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培养护理工作人员的

自主护理服务意识，拥有更高效率的护理服务。（3）强化

风险管理意识：在实际的护理工作开展过程之中，医院应该

更加积极的使用标识化措施开展各项护理干预工作，针对于

在神经外科接受治疗的患者而言，其在该过程之中非常容易

发生坠床、跌倒以及病人擅自外出的不良护理风险事件，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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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可能出现的情况需要开展及时的提醒，并积极的使

用合理且有效的针对性预防措施，从而尽可能的减少护患纠

纷的产生，使得病人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能够获得更高的满

意度以及舒适度。（4）加强心理护理：针对于存在不同不

良心理因素的患者而言，护理人员应该为其实施针对性的护

理干预操作，若患者表现出轻生和绝望心理，护理人员应该

更加积极主动的与患者开展沟通与交流，向患者介绍临床康

复的病例情况，同时还可以定期邀请康复的病人开展病友分

享会，让其能够知晓该名患者的康复经历以及心路历程，从

而让患者对于疾病治疗拥有很强的信心，更加积极的参与进

临床治疗之中。

1.3 观察指标

（1）临床指标：针对于患者的各项临床指标情况施以

相互之间的比较，其中所涉及到的调查项目包括了舒张压、

收缩压、心率以及呼吸频率的情况。

（2）不良事件：按照患者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所出现

的不良事件的情况进行相互之间的分析与比较，其中所涉及

到的情况有液体外渗、皮肤损伤、压疮、心电监护仪导线脱

落、骨折以及导管脱落等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1.0分析，计量资料以（ x ±s）表示，经t检验，

计数资料经 x2 检验，以（%）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为

P ＜ 0.05。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患者的临床指标

舒张压：观察组（73.58±6.79），对照组（85.64±6.25）；

（t=11.392，P=0.000）；

收缩压：观察组（126.36±8.45），对照组（138.24±8.67）；

（t=8.554，P=0.000）；

心率：观察组（71.53±6.85），对照组（87.35±6.24）；

（t=14.883，P=0.000）；

呼吸频率：观察组（19.08±3.74），对照组（22.76±3.68）；

（t=6.114，P=0.000）；

由上述结果所得，拥有的各项临床指标水平均更低的

为观察组（P ＜ 0.05）。

2.2 对比两组患者的不良事件

对照组中发生液体外渗、皮肤损伤、压疮、心电监护

仪导线脱落、骨折以及导管脱落情况的患者分别有 3 例、2

例、0例、4例、1例、3例，其发生率为 17.11%（13/76）；

而观察组中仅有 3 例患者各出现了液体渗漏、心电监护仪

导线脱落以及导管脱落现象，其发生了为 3.95%（3/76）；

（x2=6.985，P=0.008）；

由上述结果所得，出现不良事件更多的为对照组（P

＜ 0.05）。

3. 讨论 

神经外科病房是临床护理干预工作开展过程之中出现

护理风险事件概率最高的一个科室，该科室之中的患者所存

在的病情都属于急症，病情转归情况非常凶险，传统所开展

的护理干预措施已经不能满足现阶段神经外科线涉及到的

工作内容 [2]。为了能够确保神经外科护理工作能够更加顺利

的开展，在临床上也提出了一系列的优质护理模式，能够产

生较为显著的成效 [3]。但是这些新型的护理工作模式没有一

定的全局把握性，相关临床研究之中提出将临床所含有的多

种护理模式进行优点融合的无缝隙式护理模式，能够对传统

护理干预工作之中所存在的不足得到有效的弥补，同时患者

在接受临床治疗的过程中能够拥有更高的服务满意度 [4]。

无缝隙护理是一种优先对神经外科病房的护理人员排

班情况进行调整的护理模式，能够更加合理的对护理人员的

临床工作实际时间、工作范围以及相应人员的具体责任范围

进行更加规范的分配，能够保证针对于患者所开展的护理干

预工作拥有更高的针对性 [5]。同时护理人员之间的交接班工

作也能够做到无缝隙管理，同时也能够将护理人员所承担的

工作量进行一定程度的减少，使得工作弹性更大，这对于

临床上所出现的应急事件的及时应对过程产生了积极作用。

并且，无缝隙护理工作的实施还对护理人员开展了更加深层

次的工作内容考核，使得护理人员的工作专业水平以及知识

存储量均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无缝隙护理工作开展过程之

中，神经外科病房所出现的护理风险事件概率得到了有效降

低，并且针对于患者可能出现或者已经出现的不良情绪开展

了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护理干预工作，保证了患者在接受治疗

的过程中拥有更高的积极性。

综上所述，无缝式护理的使用对神经外科患者而言，

能够减少护理风险的发生率，有效控制不良预后反应，拥有

更高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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