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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进式护理对脑外伤术后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及心理状态的影响作用 
贾桂花  倪琰华 

新疆军区总医院北京路医疗区  新疆乌鲁木齐  830011 

摘要：目的 将渐进式护理模式应用在脑外伤术后患者中，分析探讨该护理模式对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心理状态等方面
的影响效果。方法 本次研究的时间范围为 2019 年 6月至 2021 年 4月，研究对象为在本院接受手术治疗的脑外伤患者 80例。
根据给予患者的护理措施的差异，将这些患者实施分组，其中研究组患者 40例，接受渐进式护理，对照组的 40 例患者则按照
常规模式开展护理。对比两组患者接受护理干预之后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情况以及心理状态变化情况。结果 本次研究开始之
前，对两组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以及焦虑、抑郁心理状态分别进行评分，结果表明，两组各项评分指标均处于同一水平，
组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接受护理干预 1 周之后，研究组患者的以上各项指标比护理前均有十分明显的改善，效果优
于对照组，两组各指标差异均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脑外伤术后患者中实施渐进式护理服务，能够促使患
者的不良心理情绪得到有效改善，让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得到明显提升，临床效果理想，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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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外伤是比较常见的机体创伤类型，且这种创伤通常是

突然发生的，同时伤情复杂，变化较快，可以导致患者残疾

或是死亡。因此在发生脑外伤之后，应当及时送患者到医院

接受有效治疗。手术为治疗脑外伤的常用方法，但是由于脑

外伤患者通常会出现神经损伤，从而导致肢体活动出现障碍，

直接影响患者的术后康复效果以及生活质量
[1]
。这也是增加

患者心理负担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手术本身带来的风险性也

是患者比较担忧的。在种种因素的影响之下，使得患者中焦

虑、抑郁、悲观等负性情绪普遍存在，直接影响了患者的日

常生活，对患者的术后康复也是不利的影响因素
[2]
。要想提

升对患者的治疗效果，促进预后，有必要强化术后护理工作。

本研究主要观察探讨了渐进式护理模式在脑外伤患者术后的

实际应用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 2019年 6月至 2021年 4月本院收治的80例脑外伤患

者作为研究对象，这些患者均接受了手术治疗。根据护理方

案进行如下分组：（1）对照组（常规护理）纳入患者 40 例，

其中包括25例男患者和15例女患者，年龄最大的患者56岁，

年龄最小的患者 25 岁，均值为（41.28±4.67）岁；统计患

者受伤的原因，其中车祸伤共有 20 例，高空坠落伤患者共

11 例，重物砸伤患者有 5 例，跌倒伤共为 4 例。（2）研究

组（渐进式护理）纳入患者 40 例，其中包括 26 例男患者和

14 例女患者，该组患者年龄介于 26-58 岁，均值为（42.37

±4.88）岁；统计患者受伤的原因，其中车祸伤患者 22 例，

高空坠落伤患者 10 例，重物砸伤和跌倒伤患者各有 4例。两

组患者入院时的各项一般资料均处于均衡水平，无统计学差

异（P＞0.05），具有良好的研究价值。 

1.2 方法 

对照组中按照常规模式开展护理工作，主要内容包括如

下方面：在患者入院之后，对患者的病情进行及时准确地评

估，协助患者完善各项检查，对意识清醒的患者开展简单的

健康教育工作，做好术后饮食指导、功能锻炼指导等。研究

组患者除了常规护理之外，还接受渐进式护理方案，内容如

下：（1）对于患者术后的身体状况，护理人员进行科学全面

的评估，制定针对性的术后护理方案。（2）执行既定护理方

案。首先，指导并协助患者开展床上练习，让患者尽量保持

舒适的体位，且同一体位不能保持过长时间，需要及时进行

调整，避免同一部位受压时间过长而发生压疮等并发症
[3]
。

床上练习内容主要为辅助患者开展关节外展、内旋、屈伸等

锻炼，护理人员还要采取适宜手法为患者按摩肌肉，

20-30min/d，防止患者卧床期间出现肌肉萎缩，促进肌力恢

复
[4]
。随着患者肢体功能的逐渐恢复，练习也要逐渐从被动

改变为主动运动，鼓励患者自行进行翻身练习、握手联系、

桥式运动、坐位以及站立练习等。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患者开展练习期间均需要有人陪同，避免发生跌倒、坠床等

意外风险。在患者的病情稳定，能够逐渐开展自主坐位、站

位练习之后，需要加强对患者联系方法的监督、协助、指导。

练习方法如下：首先让患者进行站位准备活动，然后对患侧

下肢开展针对性的肌力训练。当患者能够辅助站立活动之后，

开展平衡杠站立训练，之后逐渐过渡到没有辅助措施情况下

的自主站立，然后展开平衡杠辅助下的步行练习，最后实现

没有辅助措施之下的自主步行。整个从站立到步行的训练过

程不能急于求成，需要循序渐进，训练过程中患者存在的步

态问题进行相应的纠正
[5]
。除了以上训练之后，还要对患者

开展日常活动方面的训练，如穿衣、洗漱、进食等，让患者

的生活自理能力能够得到较好的恢复。另外，与患者沟通过

程中，护理人员要充满耐心，做好患者情绪的安抚、疏导，

并让患者家属多给予患者一些关心、鼓励，帮助患者建立信

心，更好地配合康复训练。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患者接受护理干预前后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以

及心理状态。其中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采用 Barthel 指数进行

评价，满分为 100 分，＜60 分表示生活不能自理。心理状态

使用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

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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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分数越高说明患者的不良心理情绪越明显。 

1.4 统计学方法 

统计学软件及版本：SPSS 22.0；计数资料：差异进行χ
2

检验，用（n，%）表示；计量资料：差异进行 t检验，用（ sx  ）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判定标准：P＜0.05。 

2 结果 

经过统计，两组患者在接受护理干预之前的各项评分均

处于相同水平，组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经过 1周的

护理之后，对各项评分重新进行测量，研究组的评分水平均

获得更大幅度的改善，优于对照组，存在明显的组间统计学

差异（P＜0.05）。详情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接受护理干预前后的评分指标水平对比 

研究组 对照组 观察指标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Barthel 指数评分 68.72±3.59 80.31±3.98
*#
 69.03±3.21 73.64±3.55

*
 

SAS 评分 54.62±5.97 35.48±2.13
*#
 53.92±5.68 42.03±3.57

*
 

SDS 评分 53.76±5.24 36.44±2.26
*#
 54.29±5.36 42.93±3.14

*
 

注：“*”表示相比于本组护理之前，P＜0.05，“#”表示接受护理之后，相较于对照组，P＜0.05 

 

3 讨论 

脑外伤是在多种外力因素作用下导致的头部损伤，常见

的致伤原因如交通事故、高空坠落、跌倒、重物砸伤等
[6]
。

此类患者的病情通常比较严重，进展较快，需要及时接受有

效治疗。但是要想让患者获得较好的预后效果，优质有效的

护理措施也是必不可少的。本研究在接受手术治疗的脑外伤

患者中实施了渐进式护理方案，根据患者术后病情以及恢复

情况，制定循序渐进的康复护理计划。为了让患者更依从术

后康复锻炼，还加强了对患者的心理护理。研究结果表明，

接受渐进式护理模式的患者，其术后生活自理能力获得了更

显著的恢复，患者的不良心理情绪也有明显改善。这说明渐

进式护理对于脑外伤手术患者的康复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值

得进行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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