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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精细化护理对脑胶质瘤卒中患者康复速度的影响

刘国琨　谢鹏

江苏省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　江苏淮安　223000

摘　要：目的：以脑胶质瘤卒中患者为研究对象，探讨精细化护理在该类患者护理工作中应用的方式及效果。方法：选择

我院 2021 年 7 月 -2023 年 7 月之间接收的 60 名脑胶质瘤卒中患者，以患者手术治疗时间的先后顺序为依据将其平均分为

两组，应用常规护理模式的为对照组，应用精细化护理护理模式的为观察组，对比两组患者治疗有效率、并发症出现概率

及两组患者自理能力状况。结果：观察组患者治疗有效率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并

发症出现概率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自理能力强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精细化护理在脑胶质瘤卒中患者护理工作之中的应用可有效提升治疗环节的效率，减少患者出现并发

症的概率，提高患者自理能力，值得在临床医学中得到大力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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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脑胶质瘤又称颅内肿瘤，具体是指在人体颅脑内部所

出现的肿瘤，设计颅内各组织部位且颅内其他组织部位，严

重影响患者的正常生活与心理健康状态 [1]。现阶段临床医学

中主要以手术治疗的方法对脑胶质瘤患者实施治疗，而合理

有效的护理干预措施也是保障患者治疗效果的重点内容。常

规护理模式的应用中仅按照医嘱对患者进行护理措施，缺少

全面性与针对性特点 [2]。精细化护理模式的应用具有系统性

与循环性特点，可以实施一系列护理操作的方式，保障整体

护理工作的效果。基于此，本文以选择我院 2021 年 7 月 -2023

年 7 月之间接收的 60 名脑胶质瘤卒中患者为研究对象，旨

在探究精细化护理在脑胶质瘤卒中患者护理工作中的应用

效果，现将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础资料

选择我院 2021 年 7 月 -2023 年 7 月之间接收的 60 名

脑胶质瘤卒中患者，以患者手术治疗时间的先后顺序为依据

将其平均分为两组，应用常规护理模式的为对照组，应用精

细化护理护理模式的为观察组，每组 30 人。对照组患者中

男女比例为 19:11，年龄最大的为 65 岁，年龄最小的为 24 岁，

整组平均年龄为（44.50±3.55）岁，观察组患者中男女比例

为 20:10，年龄最大的为 66 岁，年龄最小的为 24 岁，整组

平均年龄为（45.00±3.55）岁，两组患者基础资料之间的对

比，不存在意义（P>0.05）。患者及家属均知情同意，研究

经过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同意。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患者实施常规护理模式，主要包括用药指导、手术切

口护理、饮食护理及生命体征监测等。

1.2.2 观察组

患者实施精细化护理模式，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的内容：（1）护理评估。护理人员需要深入评估患者临床

资料、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与心理健康状态，合理预测患者

在手术治疗结束后可能会出现的不良症状及整体护理过程

中影响患者康复进程的因素。（2）护理诊断。护理人员需

要以评估结果为依据进一步剖析阻碍患者快速康复的因素，

了解患者心理状态、病情变化、自理能力及患者对脑胶质瘤

相关知识的认知。（3）制定精细化精细化护理计划。护理

人员需要以护理诊断结果及患者实际状况为出发点，设计精

细化护理计划，在此基础上，开展针对性护理。最后，实施

精细化护理计划。护理人员需要实时监测患者不良症状的出

现，记录关注中心静脉压、血压值的变化，加强对患者颅内

状态的关注，其在拔除患者吸痰管的过程中，安排患者服用

适当剂量的镇静药物，减少患者出现脑积水或脑出血不良症

状的概率。同时，帮助患者排出呼吸道内分泌物，对患者实

施口腔护理，有效避免患者出现肺炎，且以患者康复状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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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为患者规划康复训练方案，督促患者家属陪同患者完

成康复锻炼，在患者清醒状态下，护理人员需要及时调整患

者卧床姿势，以防患者出现压疮时间，促进患者生活自理功

能的恢复。除此之外，在患者清醒的状态下，对患者进行心

理健康疏导，向患者普及健康知识，加深患者与患者家属对

疾病健康知识的了解，提升患者治疗依从性，为治疗环节的

顺利开展提供助力。

1.3 观察指标

1.3.1 观察两组临床指标：包含术后住院日，术后拔管

时间，术后自主下床活动时间三项。

1.3.2 观察两组患者并发症出现概率：观察两组患者肺

炎、脑出血、脑梗塞等不良症状的出现情况。

1.3.3 观察两组患者自理能力：对患者日常生活自理能

力进行观察与评分，以 0-100 为评分标准，80 分以上即为

自理能力较强患者，60-80 为自理能力一般患者，1-60 分

为自理能力较差患者。

1.4 统计学分析

指标数据由 SPSS20.0 软件分析，构成比率为 n（%），

指标统计学由 x² 检验；均数满足正态分布 (`x±s)，则使用 t

检验统计学差异；非正态分布、方差不齐则使用秩和检验；

P ＜ 0.05 表明指标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治疗有效率对比结果

观察组患者治疗有效率高于对照组患者，两组患者数

据之间的差异满足统计学要求，可进行对比（P<0.05），

见表 1。

表 1 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治疗有效率对比

组别 例数 术后住院日
（天）

术后拔管时
间（天）

术后自主下床活
动时间（天）

对照组 30 20.10±8.30 3.00±0.50 3.50±0.65

观察组 30 15.52±7.54 2.50±0.02 2.65±0.50

X² 值 - 2.237 5.473 5.677

p 值 - 0.029 0.000 0.000

2.2 并发症出现概率对比

观察组患者并发症出现概率低于对照组患者，两组患

者数据之间的差异满足统计学要求，可进行对比（P<0.05），

见表 2。

表 2 对照组患者与观察组患者并发症出现概率对比

组别 例数 肺炎 脑出血 脑梗塞 整组并发症出现
概率

对照组 30 3 2 2 23.33%

观察组 30 1 0 0 3.33%

X² 值 - - - - 5.192

p 值 - - - - 0.023

2.3 自理能力对比

观察组患者自理能力强于对照组患者，两组患者数据

之间的差异满足统计学要求，可进行对比（P<0.05），见表 3。

表 3 观察组患者与对照组患者自理能力对比

组别 例数 自理能
力较强

自理能力
一般

自理能
力较差

整组自理能
力评分

对照组 30 9 12 9 68.57±2.19

观察组 30 23 5 2 87.64±1.59

X²/t 值 - 13.125 4.022 5.456 41.687

p 值 - 0.000 0.045 0.019 0.000

3 讨论

脑胶质瘤疾病出现的概率不断增高，导致此类疾病出现

的原因较为复杂，在医疗行业科技水平逐渐提升的过程中，

脑胶质瘤治疗模式也趋于规范化。手术治疗是现阶段临床医

学中常见治疗脑胶质瘤的方式，而手术治疗结束后积极有效

护理措施的应用成为影响治疗环节效果的关键因素 [3]。脑胶

质瘤卒中患者身体状态处于较差水平中，常规护理模式的应

用缺少对患者出现术后并发症的关注，严重阻碍患者快速康

复，精细化护理模式的应用可对患者进行详细的护理评估与

护理诊断，帮助护理人员深入了解患者身体状况，且判断阻

碍患者康复的因素，使其成为精细化护理计划制定的参考

依据，且护理人员可以患者的实际情况为出发点，调整护

理方案，打造具有针对性特点的护理环节 [4]。同时，在精

细化护理模式实施的过程中，护理人员可对患者进行密切

关注及全面的并发症预防护理，且与患者家属配合，改善

患者健康状态 [5]。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治疗有效率高于对照

组患者；观察组患者并发症出现概率低于对照组患者；观察

组患者自理能力强于对照组患者，两组患者数据之间的差异

满足统计学要求，可进行对比（P<0.05），基于数据分析得

知，精细化护理在这类患者中具有显著实施价值。

由此可见，精细化护理在脑胶质瘤卒中患者护理工作

之中的应用可有效提升治疗环节的效率，减少患者出现并发

症的概率，提高患者自理能力，值得在临床医学中得到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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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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