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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对神经内科急性脑血管疾病住院病人院内肺部感染的作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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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院内肺部感染不利于神经内科急性脑血管疾病住院病人疾病恢复，应用循证护理模式具有重要意义。方法：120
例选入病人均为神经内科急性脑血管疾病住院病人，选入时间段为 2019.02 至 2021.02，采用抽签法对其进行分组处置，每组
病例数为 60 例，实验组别分为参照组、试验组。两组护理方案依次为基础护理方式、循证护理方式。将肺部感染情况、护理
满意情况作为实验评价指标。结果：（1）试验组干湿性啰音、咳嗽咳痰、白细胞计数增加、发热等人数均多于参照组，P 值
小于 0.05。（2）参照组护理满意情况较参照组更优异，P 值小于 0.05。结论：将循证护理模式应用于神经内科急性脑血管住
院病人，病人肺部感染情况改善，护理满意情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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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内科病人以卧床不起、大小便失禁、病情反复发作

为特征，并且急症、危症、重症病人较多。由于病人需要长
期卧床，血液流动速度较为缓慢，血液循环得不到改善，因
此病人机体免疫力与抵抗力较差。与此同时，病人痰液等不
能及时、顺利排出体外。在上述两种因素作用下，病人发生
肺部感染的可能性增加。肺部感染严重影响病人预后，不利
于其改善生存质量

[1]
。因此，在临床护理工作中，应针对诱

发院内肺部感染因素，采取合理、科学的护理措施。本研究
在神经内科选入急性脑血管疾病住院病人 120 例，分析循证
护理模式的应用效果，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以 2019.02 至 2021.02 为研究范围，将 120 例神经内科

急性脑血管疾病住院病人作为实验对象，采用抽签法进行分
组，随机生成组别依次为参照组、试验组，组内实验例数均
为 60 例。参照组男性、女性病人之比为 35:25，入选病人年
龄最高为 72 岁，最低为 38 岁，均值为（65.21±5.48）岁。
试验组男性、女性病人之比为 35:25，入选病人年龄最高为
75 岁，最低为 42 岁，均值为（65.36±5.29）岁。两组神经
内科急性脑血管疾病住院病人临床资料较为平稳，P 值大于
0.05，存在比较价值。 

1.2 方法 
参照组：基础护理模式，包括皮肤护理，防止压疮；饮

食护理，确保营养均衡；心理护理，缓解病人不良情绪。 
试验组：循证护理模式。在基础护理模式上，增加下述

内容：（1）成立循证护理小组，护士长为组长，组员接受循
证护理培训，以神经内科护理中存在的问题作为资料收集的
根据，提升护理人员资料收集能力、护理实践能力。（2）结
合病人病情进展，开展循证护理，反省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总结护理经验。（3）详细记录病人临床资料、疾病资料，整
理完成后传输至数据库，开展小组会议，共同商讨护理方案，
使护理方案更具针对性。（4）邀请心理学专业护理予以病人
心理疏导，提升心理疏导效果。 

1.3 观察指标 
（1）将两组肺部感染情况进行统计学检验。（2）将两组

护理满意情况记录、评价。 
1.4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120例神经内科急性脑血管疾病住院病人数据进行

统计学分析，均使用SPSS21.0软件，计数资料、计量资料检验
方式、表现形式形式依次为X

2
检验和t检验、（%）和（均数±

标准差）。数据比较结果为P值小于0.05时，统计学意义存在。 
2.结果 
2.1 两组肺部感染情况分析 
经检验后可知，试验组咳嗽咳痰、发热、干湿性啰音、

白细胞计数增加等肺部感染情况病例数均多于参照组，P 值
小于 0.05，数据结果突出。（如表 1所示） 

表 1 两组肺部感染情况分析[n（%）] 

组别 例数（n） 咳嗽咳痰 发热 干湿性啰音 白细胞计数增加 

实验组 60 3（5.00%） 2（3.33%） 4（6.66%） 3（5.00%） 

参照组 60 12（20.00%） 11（18.33%） 13（21.66%） 15（25.00%） 

X
2
  6.1714 6.9878 5.5511 9.4118 

P  0.0129 0.0082 0.0184 0.0021 

 
2.2 两组护理满意情况分析 
经检验后可知，试验组护理满意情况较参照组更优，P

值小于 0.05，组间差异突出。（如表 2所示） 

表 2 两组肺部感染情况分析[n（%）] 

组别 例数（n） 非常满意 较为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率 

实验组 60 40（66.66%） 18（30.00%） 2（3.33%） 58（96.66%） 

参照组 60 31（51.66%） 19（31.66%） 10（16.66%） 50（83.33%） 

X
2
     5.9259 

P     0.0149 

 
3 讨论 
近些年，神经内科病人人数逐年增加，受疾病性质影响，

除常规治疗外，还应不断革新护理方式，避免诱发院内肺部感
染。循证护理属于新兴护理模式一种，应用于神经内科住院病
人，旨在改善病人生存质量，辅助提升治疗效果。通过循证护
理模式，护理人员在专业水平、护理技能方面均有显著提升，
能够以病人疾病发展、病人本人为中心，开展相应护理措施，
在预防病人院内肺部感染方面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

[2-3]
。 

研究结果显示，试验组肺部感染情况病例数均多于参照
组，P 值小于 0.05，数据结果突出，并且试验组护理满意情
况优于参照组，P值小于 0.05。 

总而言之，相较于传统护理模式，在此前提下开展的循
证护理效果更加突出，可有效预防病人院内肺部感染，使其
生存质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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