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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护理在重症结核性脑膜炎患者管道护理中的应用研究 
杜晶 

西部战区总医院  四川成都  610051 

摘要：目的 观察临床在对重症结核性脑膜炎患者进行管道护理的过程中将细节护理干预进行运用的作用。方法 结合对比护理
观察的方式展开探究，所纳入患者为 70例，为本院在 2020 年 3月至 2021 年 8月所接诊病例，通过组内盲选的方式，取其中
的 35 例患者，在进行管道护理的过程中进行常规性护理，即对照组，在对余下患者进行护理的过程中则需要将细节护理干预
进行运用，即观察组。分析干预效果。结果 结合对两组护理满意度、不良事件发生率对比，观察组均存在优势，P<0.05。结
论  在对重症结核性脑膜炎患者进行管道护理的过程中将细节护理干预进行运用，可以有效保障该方面护理工作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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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性脑膜炎属于临床较为常见的病症类型，对患者健

康所造成的影响较大。从临床近几年的实际接诊情况可以发

现，在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下，该部分患者的数量正以较快的

速度在增加
[1-2]

。该部分患者在治疗的过程中多需要留置大量

管道，为保障患者恢复的有效性，更需要做好对管道的护理

工作。本次研究就侧重对细节护理干预在该部分患者护理中

的作用进行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结合对比护理观察的方式展开探究，所纳入患者为 70

例，为本院在 2020 年 3 月至 2021 年 8 月所接诊病例，通过

组内盲选的方式，取其中的 35 例患者，在进行管道护理的过

程中进行常规性护理，即对照组，在对余下患者进行护理的过

程中则需要将细节护理干预进行运用，即观察组。在患者组成

方面，对照组中存在有男性患者19例，女性患者16例，年龄

分布在34—68 岁间，对应均值为（50.23±1.38）。而观察组

中则存在有男性患者 20 例，女性 15 例，年龄分布在 35—67

岁间，对应均值为（51.93±1.73）。对比以上数据，P>0.05。 

1.2 方法 

在为对照组患者进行管道护理的过程中对应的护理干预

工作均遵照常规护理形式进行展开，护理人员需要及时评估

患者管道的各方面情况，并耐心为患者讲解在恢复过程中需

要注意的问题等。而在对观察组患者进行护理的过程中则需

要将细节护理干预进行运用，干预方式如下：（1）心理护理。

在恢复的过程中，该部分患者出于对恢复情况的担忧，难免

会存在有一定的负面心理，表现为焦虑、紧张等，护理人员

则需要积极和患者进行交流与沟通，及时了解患者的心理状

态，并对患者进行针对性的心理疏导，促使患者在恢复的过

程中能够保持乐观的心理。（2）压疮护理。该部分患者多数

需要长期卧床治疗，在恢复的过程中因局部组织受压，很容

易出现压疮等症状，将直接影响到患者恢复。在进行护理的

过程中，护理人员则需要及时帮助患者进行翻身等活动，同

时可以在患者受压的部位放置对应软垫等，达到对压疮进行

预防的目的。（3）管道护理。该部分患者在治疗的过程中所

留置的管道数量较多，且不同管道作用同样存在有一定差异。

护理人员则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对各类管道进行标识，做好对

应的固定工作，避免患者在翻身等过程中导致管道受压或者

弯折。此外，护理人员更需要及时对引流物的性状情况进行

观察，并做好对应记录工作，及时评估是否存在有异常症状

等。 

1.3 观察指标 

在本次研究中需对两组患者在恢复过程中护理满意度以

及不良事件发生率进行统计。 

1.4 统计学方法 

研究过程中和两组患者有关的数据都借助 SPSS19.0 进

行处理，按照百分数对计数数据标识，卡方检测，而对应计

量数据则以均值±标准差标识，t 检测，P<0.05 差异具备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结合统计可见，在恢复的过程中观察组 1 例出现管道移

位、1例管道标识不完整、1例敷料脱落、1例感染，对照组

则有 2例出现管道移位、1例管道标识不完整、2例敷料脱落、

1例感染，对比 X
2
=9.082，P=0.001<0.05。在护理满意度上，

观察组为 94.29%（33/35），对照组则为 80.00%（28/35），

对比 X
2
=11.011，P=0.001<0.05。 

3 讨论 

重症结核性脑膜炎患者病症多较为严重，在进行治疗的

过程中通常需要放置不同类型的导管，达到帮助患者进行恢

复的目的。因此，为促使患者可以得到有效的恢复，在对该

部分患者进行护理的过程中更需要做好对应的导管护理工

作，确保导管在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以及有效性等
[3-4]

。 

细节护理为当前临床使用率较高的护理模式，注重在患

者恢复的过程中结合患者的实际实际情况，制定针对性的护

理干预措施，为患者迅速恢复奠定有效基础。在心理护理的

过程中，结合对患者心理状态进行疏导，可以促使患者在恢

复的过程中保持良好的心态，增加和各方面治疗、护理操作

的配合性。结合本次观察可见，在该护理方式的帮助下，可

以有效减少患者在恢复过程中不良事件的发生率，更可以达

到提升患者护理满意度的作用，效果显著。 

总之，在对重症结核性脑膜炎患者进行管道护理的过程

中可以将细节护理干预进行运用，促进患者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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