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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对脑卒中患者负面情绪和满意度的影响评价 

邓 燕  王贺芳 

新疆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新疆 喀什 844000 

 

摘要：目的：针对脑卒中患者实施优质护理干预措施后对其负面情绪和满意度的影响进行分析与探究。方法：选取 2018年 9

月、2019 年 9 月分别作为此次研究的开始时间与结束时间，将前来我院接受诊疗的脑卒中患者进行选取，选出其中的 80 例
作为此次研究的参考对象，按照入院先后的时间顺序将 80例脑卒中患者进行分组，组别名称分别为：比对组、研究组，其中，
选取的 40 例脑卒中患者纳入比对组，实施常规护理干预的措施，另外 40 例脑卒中患者纳入研究组，实施优质护理干预的措
施，对比 2组脑卒中患者最终的护理效果，具体包括：负面情绪（SAS、SDS）评分、护理满意度情况。结果：（1）常规护理、
优质护理干预前，比对组（40 例）、研究组（40例）脑卒中患者的 SAS 评分分别为（55.67±2.45）、（55.38±2.97），SDS

评分分别为（57.64±2.83）、（57.31±2.60），2者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48，P=0.64；T=0.54，P=0.59；常
规护理、优质护理干预后，比对组（40例）、研究组（40例）脑卒中患者的 SAS评分分别为（46.29±3.25）、（34.67±3.01），
SDS评分分别为（48.94±3.55）、（36.25±2.98），相比较来说，研究组明显较低，数据存在对比意义，T=16.59，P=0.00；
T=17.32，P=0.00；（2）常规护理干预后，比对组 40 例脑卒中患者的满意度为 80%，优质护理干预后，研究组 40 例脑卒
中患者的满意度为 95%，2组患者相比较，研究组明显较高，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X2=4.11，P=0.04。结论：在脑卒中患
者接受治疗的过程中，医院内相关的工作人员可以根据患者病情发展的实际情况采取优质护理干预的措施，一方面，能够较好
的改善患者的负面（焦虑、抑郁）情绪；另一方面，还能够有效的提升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程度，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值
得在临床中使用和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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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属于急性脑血管疾病的一种，指的是人体脑部
血管突然破裂造成血液不能正常流入大脑所引发的疾病，其
临床表现包括：头痛、呕吐、呛咳、昏迷、意识障碍，甚至
偏瘫等，还会对患者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影响

[1]
。因此，改

善患者负面情绪，提高满意度就成了此次研究的核心要素。
本文旨在分析脑卒中患者实施优质护理干预措施的临床效果，
相关内容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本次研究筛选的 80 例脑卒中患者均为我院在 2018 年 9

月、2019年 9月期间所收入，将其按照入院先后的时间顺序
进行分组，每组分配 40例，具体资料如下。比对组：男女比
例 24:16，年龄 45-62岁，平均（53.49±2.07）岁；研究组：
男女比例 25:15，年龄 47-65 岁，平均（56.03±1.94）岁。
对比 2组一般资料，结果均不具统计学差异，P＞0.05。 

1.2 方法 

比对组：常规护理，包括：患者不良反应观察、用药监
督等。 

研究组：优质护理。①基础护理。在入院治疗期间，护
理人员必须要对患者的各项生命体征和肢体运动情况进行密
切关注并将其详细记录，同时，还要及时打扫患者所在病房，
对其进行简单装饰，严格控制前来探视的人数，为患者创造
一个安静舒适的休息环境，确保良好的睡眠质量；②心理。
对于部分意识清醒的患者，护理人员还可以在充分掌握其基
本情况和个人喜好的前提下主动与其沟通，了解患者内心的
顾虑并采取针对性措施进行疏导，从而较好的缓解患者的紧
张情绪与心理压力

[2]
。③健康知识讲解。为患者发放脑卒中

疾病的相关手册，以一种通俗易懂的语言为患者及其家属详
细讲解，对于部分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的患者，还可借助视频、
图画等方式进行解说，增强患者的认知程度与自信心。 

1.3 观察指标 

记录 2组脑卒中患者在护理前后的焦虑（SAS）、抑郁（SDS）
情绪评分情况，并对其护理满意度进行对比。 

1.4 统计学 

数据用 SPSS20.0分析，计量资料、计数资料以（ sx  ）、
（%）代表，t、x

2
检验，P＜0.05。 

2 结果 

2.1 负面情绪 

关于 SAS、SDS评分，研究组与比对组患者在护理前相比，
差异并不明显，P＞0.05；护理后，研究组（优质护理）显著
低于比对组（常规护理），P＜0.05。如表 1。 

表 1 2组脑卒中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分析（ sx  ） 

组别 例数 
护理干预前 护理干预后 

SAS SDS SAS SDS 

比对组 40 55.67±2.45 57.64±2.83 46.29±3.25 48.94±3.55 

研究组 40 55.38±2.97 57.31±2.60 34.67±3.01 36.25±2.98 

T - 0.48 0.54 16.59 17.32 

P - 0.64 0.59 0.00 0.00 

2.2 护理满意度 

研究组与比对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相比，明显较高，P

＜0.05。如表 2。 
表 2 2组脑卒中患者护理满意度的分析（%） 

3 讨论 

脑卒中，作为一种临床常见病，其发生机制包括：血管
性危险因素、性别、年龄、不良生活方式等，目前为止，对
于该类疾病，临床上多采取药物、手术治疗的措施。 

本次研究中，结果显示：关于 SAS、SDS评分，研究组与
比对组患者在护理前相比，差异并不明显，P＞0.05；护理后，
研究组（优质护理）显著低于比对组（常规护理），P＜0.05；
与比对组患者相比，研究组患者的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更高，
P＜0.05。主要原因分析为，在脑卒中患者住院治疗期间，由
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极易出现焦虑、恐惧等负面的心理
情绪，进而影响最终疗效，因此，护理人员必须要从基础生
活方面入手，为患者创造一个安静的休息环境，确保其睡眠
质量的良好。与此同时，为了缓解其心理压力，改善焦虑、
抑郁情绪，护理人员还可以通过为患者讲解疾病知识、针对
性心理疏导等措施进行干预，从而较好的稳定其病情，促进
患者尽早恢复

[3]
。 

综上，脑卒中患者入院治疗期间，采取优质护理干预措
施的临床效果较为显著，具体表现在患者负面情绪的改善和
满意度提升方面，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组别 例数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满意度（%） 

比对组 40 18 14 8 32（80.00） 

研究组 40 20 18 2 38（95.00） 

X
2
 - - - - 4.11 

P - - - -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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