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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对脑血管介入治疗患者进行护理的过程中,应用介入护理的临床效果进行深入的研究。
方法:选择我院于2017年4月至2018年10月期间内收治的脑血管患者来开展研究,患者共计102例。在

对患者进行分组的过程中,应用随机分组的方式,将患者平均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51例患者。在

对患者进行护理时,给予对照组患者常规护理服务,观察组则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开展介入护理,以此来对

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以及护理满意度进行对比。结果: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护理后,在治疗效果方面,观察

组患者明显较对照组患者更优(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除此之外,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同样明显

较对照组患者更优(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在对脑血管介入治疗患者进行护理的过程中,应用

介入护理可以很好的帮助患者提升康复速度,保证患者的治疗有效率,于此同时,介入护理还可以很好的

改善护患关系,提升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具有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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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生活习惯的改变,脑血

管疾病的发病率在我国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随

着医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介入式治疗逐渐成为了治

疗脑血管疾病的主要方式之一,但是在患者卧床治

疗以及恢复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各种并发症,因此

针对性的对患者和进行护理是非常必要的[1]。笔者

对脑血管介入治疗患者进行护理的过程中,应用介

入护理的临床效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于2017年4月至2018年10月期间

内收治的脑血管患者来开展研究,患者共计102例。
在对患者进行分组的过程中,应用随机分组的方式,
将患者平均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51例患

者。在观察组中,共有男性患者26例和女性患者25
例,患者年龄区间为51~89岁,平均年龄为(60.4±
2.1)岁;在对照组中,共有男性患者27例和女性患

者24例,患者的年龄区间为50~88岁,平均年龄为

(59.8±1.8)岁,所有患者及其家属均对本研究知情

且自愿签署研究知情同意书,在此基础上对照组与

观察组患者一般资料不具有明显的差异(P>0.05),
因此本研究对比具有统计学意义

1.2 方法
在对所有患者进行治疗的过程中,均采用介入

治疗的方式,并在术后针对性的给予患者低分子肝

素抗凝治疗。在对对照组患者进行护理的过程中,
给予患者常规护理服务,在对观察组患者进行护理

的过程中,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开展介入护理,具体

护理措施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①心理护理 
为了避免患者的不良情绪和负面心理对其治疗效果

产生影响,护理人员需要针对性的开展心理护理,通
过与患者进行沟通和交流,通过亲切热情的态度来

提升患者的治疗配合度,并为患者讲解治疗的方法

和注意事项,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更好的避免患者出

现担忧、焦虑等情绪。②饮食护理 在患者治疗的

过程中,护理人员应该高度重视患者的饮食情况,结
合患者的实际情况来制定饮食方案,并对患者的饮

食习惯进行培养。以此来快速的排除患者体内的造

影剂。③术中护理 在患者进行手术治疗的过程

中,护理人员应该全程进行陪同,帮助患者选择较为

舒适的体位,同时对患者的生命体征进行全面的监

控,一旦发现患者出现异常,及时反映给医生并配合

医生开展救治。④并发症护理 为了更好的避免患

者治疗过程中出现并发症,护理人员需要针对性的

开展并发症护理,在手术过程中对患者的情况进行

全面的观测,在术后提升对患者生命体征的检测,同
时对患者皮肤情况进行观察,一旦发现哪一方面出

现异常,则应及时采用针对性的应对措施,以此来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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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避免并发症对患者的恢复造成影响。
1.3 观察指标

①对对照组患者与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效果进行

统计并对比;②对对照组患者与观察组患者的护理

满意度进行调查并对比。

1.4 统计学方法
用统计学软件SPSS 21.0进行统计分析。计量

资料用(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

以例数或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 检验。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对比
表1 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对比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51 24 25 2 49(96.08)
对照组 51 13 27 11 40(78.43)
P - - - - <0.05

2.2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对比
表2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对比

组别 n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 51 28 22 1 50(98.04)
对照组 51 17 24 10 41(80.40)
P - - - - <0.05

3 讨论
作为一种致残率较高的疾病,很多患者在患脑

血管疾病的过程中,都会出现偏瘫、残疾等症状,不
但会对患者的身体带来很大危害,同时也会对患者

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压力。在目前的临床治疗过程

中,对脑血管病患者进行治疗的过程中,介入治疗是

一种非常常用的治疗方式,通过应用介入治疗的同

时,配合开展介入护理,可以很好的帮助患者在较短

的时间内恢复肢体功能,与此同时,介入护理还可以

很好的提升患者的治疗配合度,从而更好的保证护

理的质量[2]。在本次研究的过程中,在经过一段时

间的护理后,在治疗效果方面,观察组患者明显较对

照组患者更优(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除此之

外,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同样明显较对照组患

者更优(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综上所述,在对脑血管介入治疗患者进行护理

的过程中,应用介入护理可以很好的帮助患者提升

康复速度,保证患者的和治疗有效率,与此同时,介
入护理还可以很好的改善护患关系,提升患者的护

理满意度,具有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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