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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脑出血属于急诊科常见的脑血管疾病，常在患

者心情波动较大或患者排便过程中突然发病，患者会出现

剧烈头痛、呕吐、昏迷等临床症状 [1]。若患者未能接受及

时、有效的治疗干预，会影响患者的神经功能，导致患者相

关生活功能丧失。目前，手术治疗、药物干预均是临床针

对该类患者的常见干预手段，其中手术治疗的治疗效果优

于药物干预 [2]。但是，术后并发症会对患者的生活质量造

成严重影响。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在高血压脑出血患者

抢救治疗过程中实施预见性护理联合急救流程优化干预

的应用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1 年 1 月至 12 月本院院前急救科接诊

的 100 例高血压脑出血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护理模

式的差异将其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每组 50 例。对照

组中男性 39 例，女性 11 例；年龄 36~72 岁，平均年龄

（55.27±4.21）岁；出血量 30mL~71mL，平均出血量

（42.17±2.16）mL；出血部位：顶叶 7例、枕叶 6例、基底

节 16 例、小脑 9例、颞叶 12 例。研究组中男性 38 例，女

性 12 例；年龄 37~71 岁，平均年龄（54.97±5.42）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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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量 30mL~70mL，平均出血量（42.16±1.97）mL；出血

部位：顶叶 9例、枕叶 7例、基底节 17 例、小脑 9例、颞叶

8例。两组患者基线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研

究可比。

纳入标准：（1）均经 CT影像检查结合患者高血压病

史进行联合评估，确诊为高血压脑出血；（2）本研究内容

经我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并全程跟踪记录研究过程；

（3）所有患者均具有独立意识；（4）患者知晓本研究内容，

并自愿参与；（5）患者及其家属选择手术干预手段进行治

疗干预；（6）患者临床资料完整，无脑血出治疗病史。

排除标准：（1）合并相关精神疾病；（2）合并严重器

官功能障碍者

1.2 方法

1.2.1 对照组患者实施急救流程优化护理干预

接诊前，接听患者来电，了解患者基本信息，并通知相

关科室的医护人员做好手术准备。接诊后，根据患者实际

情况给予患者相应的治疗干预；清理患者口腔、鼻腔分泌

物，以确保患者的呼吸道畅通，降低因呼吸道阻塞而出现

窒息的风险；给予患者氧气吸入治疗干预，并协助患者完

善相关手术指标检测，若患者符合手术治疗要求后及时进

行治疗干预。抢救流程：协助患者选择手术体位，适当抬

高患者头部以促进颈静脉血液回流、降低患者颅内压力；

根据患者实际情况给予其镇静、止痛干预；对患者实施疾

病知识及治疗手术的健康宣教，提高患者对疾病的了解，

降低患者因缺乏疾病认知而出现心理压力。心理护理干

预：多数患者在疾病出现后会存在较为严重的心理负担，

故临床应落实心理干预，引导患者合理宣泄负面情绪，利

于提高患者的治疗积极性。

1.2.2 研究组患者则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应用预见性

护理

患者入院后，临床医护人员与患者及家属建立有效的

沟通途径，通过谈话、交流形式对患者及家属进行健康知识

宣教，帮助其对疾病知识、治疗手段、术后护理注意事项等

信息形成基本了解，提高患者及家属的治疗积极性。（1）

心理护理干预；了解患者的心理状态，及时给予其心理疏

导，并引导患者合理宣泄负面情绪，利于提高患者的预后效

果。（2）生命体征监护：若患者出现异常情况，医护人员需

及时上报医生，遵医嘱给予患者相应护理干预，以降低不良

反应发生率；给予患者药物治疗干预，同时向患者讲述药

物治疗效果、用法、用量，以提高患者药物治疗积极性。

1.3 观察指标

1.3.1 通过生活质量评价表（QOL）、FIM量表评估

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生活功能，分值越高代表患者的生

活质量、生活功能越好。

1.3.2 通过自制护理满意度调查表评价两组患者的

护理满意程度，共分为满意、比较满意、不满意三个等级。

1.4 统计学方法

运用 SPSS 25.0 统计学软件分析本研究数据，计数资

料以 n(%)表示，采取χ2 检验，计量资料以（x±s）表示，

采取t 检验，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生活功能评分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的QOL 评分、FIM评分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研究组患者的 QOL 评分、

FIM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详见表 2。
表 1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生活功能评分比较 [( x±s)，分 ]

组别 例数 FIM 评分 QOL 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50 67.21±11.26 79.24±12.34 5.24±1.17 6.97±1.24
研究组 50 66.97±11.34 85.41±13.27 5.34±1.14 7.84±1.09
χ2 - 0.106 2.408 0.433 3.726
P - 0.916 0.018 0.666 0.001

2.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

研究组患者的护理总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程度比较 [n(%)]
组别 例数 满意 比较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对照组 50 22 19 9 41（82%）
研究组 50 36 13 1 49（98%）
χ2 - - - - 7.111
P - - - - 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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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高血压脑出血属于一种临床常见的脑血管疾病，具有

发病突然、病程进展快、致死率及致残率均较高等特点，会

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安全 [3]。因此，为保障患者的生活质

量、生命安全，临床需对该类患者实施及时、有效的治疗及

护理干预。

急救流程优化属于一种治疗干预手段，能在患者急救

过程中实施干预，有助于降低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保

障患者的生活质量 [4]。而预见性护理干预则能通过预测

患者术后可能出现的相关并发症或不良反应，提前落实相

关预防措施，保障患者的生命安全、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5]。

本研究结果显示，干预后，研究组患者的QOL评分、FIM

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

组患者的护理总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综上所述，将预见性护理联合急救流程优化用于高血

压脑出血患者的治疗干预中，能有效改善患者的生活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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