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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护理在神经外科重症患者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陈晶 

兴安盟人民医院  内蒙古乌兰浩特  137400 

摘要：目的：深入探讨康复护理在神经外科中重症患者的使用效果。方法：本次研究时间点为 2020 年 5月- 2021 年 6月，研
究目标为该期间 40名神经外科重症病人，结合随机法分为对照组、康复组，组内各 20人。对照组开展常规护理，康复组开展
康复护理干预，评价两组护理效果。结果：康复组通过康复康复干预后，生活质量评分和运动能力相较于对照组提升明显
(P<0.05)，两组护理满意度为：康复组（95%）、对照组（55%），康复组满意度占比接近预期目标 (P<0.05)。结论：在对神
经外科重症病人护理中，可开展康复护理干预，不仅可改善病人的生活质量和运动能力，并且可获得较高的满意度，具有普遍
应用和推广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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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外科重症患者病情往往比较复杂，在进行常规诊治

的同时，实施合理、有效的护理方式尤为重要，如此可极大
程度促进病人康复速度和效果

[1]
。开展康复护理措施可综合

分析患者的病情，同时依据病情特点和康复情况，进而实施
阶段性护理措施，同常规护理对比而言，其具有较强的针对
性

[2]
。本次研究对神经外科重症病人开展康复护理，分析和

评价护理效果，详细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时间段：2020 年 5 月-2021 年 6 月，研究对象：

该时间段 40 名神经外科重症病人，结合随机法分为对照组、
康复组，组人各 20 人，两组基础资料如下：对照组女 12 名、
男 8名，年龄在 39-72 岁，均值为（50.17±8.02）岁。康复
组女 9名、男 11 名，年龄在 38-71 岁，均值为（49.25±7.56）
岁。纳入标准：（1）纳入的所有人员均是首次重症患者。（2）
清晰本次研究内容并签订相关同意证明。排出标准：（1）依
从性差。（2）对此次研究存在抵触情绪。 

1.2 方法 
给予对照组患者开展常规护理，如巡查病房、遵行医嘱、

统一膳食等。康复组在进行常规护理前提下，开展康复护理，
具体内容如下：（1）心理康复护理：神经外科病人疾病症状
往往比较严重并且发病急促，会导致病人和其家人具有较大
的精神压力，由于过度担心极易引发消极情绪发生。所以，
护理人员应充分考虑病人的基础信息以及疾病情况来制定个
性化的心理护理方案。在开展护理过程中主动与病人交流，
引导和鼓励病人将心中存在的问题讲述出来，并给予及时、
准确的回答，疏导和消除患者负面心理，如可介绍相同病人
治愈成功的病例等。（2）饮食康复护理：对病人的饮食进行
合理规划，在确保病人营养摄入的同时，保持饮食清淡和易
消化。如可以食用适量的谷类食物，让病人钾摄入量得到保
障，与此同时主张食用低盐、低脂饮食。为了确保病人排便
顺畅，避免便秘情况发生，让患者食用纤维和维生素等。（3）
肢体康复护理：第一，急性阶段，让病人保持合理的卧位，
按摩患者肢体，并让帮助其进行小幅度的运动，如伸肘、抬
腿等。第二，过渡阶段，结合关节顺序，按顺序协助各个关
节锻炼。第三，稳定阶段，指导病人起坐锻炼，在此过程中
让患者练习自主翻身，保持侧卧位，而后使用健侧来支撑身
体，并且让双脚逐渐向床边缓慢移动。 

1.3 观察指标 
统计两组病人生活质量和运动能力评分；统计和对比两

组护理满意度， 
1.4 统计分析 
本次实验研究获取的全部信息使用 SPSS22.0 软件进行

整理和分析，( sx  )（%）分别代表计量资料、计数资料，
组间数据对比应用t检验，若P<0.05则证实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统计和观察两组生活质量评分和运动能力改善情况 

两组病人通过不同的护理干预后，运动能力和生活质量
评分均有所提高，但康复组患者改善情况更加明显（P<0.05），
详见下表 2-1。 

表 2-1 两组有关评分对比表( sx  ) 
组别 例数 生活质量评分 运动能力评分 

对照组 20 85.12±8.06 81.23±13.45 

康复组 20 93.03±7.27 81.23±11.26 

t 值  3.259 3.296 

P 值  0.002 0.000 

2.2 统计两组护理满意度 
对照组和康复组护理满意度占比依次为（55%）、（95%），

康复组护理满意度占比更加理想（P<0.05），详见下表 2-2。 
表 2-2 护理满意度对比表[n(%)] 

组别 例数 十分满意 普通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占比 

对照组 20 5（25） 6（30） 9（45） 11（55） 

康复组 20 16（80） 3（15） 1（5） 19（95） 

t 值     8.533 

P 值     0.003 

3 讨论 
近些年，在大众生活方式不断改变的环境下，神经外科

疾病发病率出现了上升的局面，在治疗过程中，大部分神经
外科重症病人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行动受阻以及其它后遗症
等，给其正常生活和工作带来严重影响

[3]
。现在，有效提高

患者神经功能以及加强其预后效果已然成为神经外科护理人
员不断探索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4]
。 

本次研究显示，两组患者接受差异化护理干预后，康复
组生活质量评分以及运动功能评分改善明显（P<0.05），并
且获得了较高的满意度（95%），提示对神经外科重症病人护
理过程中，开展康复护理可获得理想的护理效果，提高病人
的满意度。 

综上所述，在神经外科重症病人护理中融入康复护理，
可良好改善病人生活质量和运动能力，并获得较高的满意度，
具有推广和普遍使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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