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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老年人群而言，脑梗塞的发生概率较高，对老年

患者的生命健康产生了严重的威胁。在临床治疗过程当中，

给予患者更加优质的护理干预措施，可以有效帮助患者提

升治疗的配合度，对其生活质量亦会有较好的促进、提升

作用。

研究时间段选择 2020年 7月—2021年 6月，将 70

例因患老年性脑梗塞的患者列为观察的对象，依据临床中

实际所采用的护理方式，将其中的 35例设置为优质护理

组，施以优质护理的干预措施；将另外的 35例设置为常

规护理组，施以一般常规性质的护理措施。所有患者均

为 60岁以上被确诊为老年性脑梗塞的患者。排除同时患

有其他严重性的恶性病症患者，排除精神类疾病患者，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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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对老年性脑梗塞患者运用优质护理措施的临床价值进行探讨。方法：研究时间段选择2020年7月—2021年6月，将70
例因患老年性脑梗塞的患者列为观察的对象，依据临床中实际所采用的护理方式，将其中的35例设置为优质护理组，施以
优质护理的干预措施；将另外的35例设置为常规护理组，施以一般常规性质的护理措施。对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程度数据
进行调查，并对患者的神经功能、运动功能以及生活质量水平进行评估。结果：①经由优质护理措施进行干预的35例患者
共有34例满意，总体满意度为97.14%。经由常规护理措施进行护理的35例患者共有28例满意，总体满意度为80.0%。将两
组的护理总体满意度数据列入统计学表格进行计算，其结果有呈现出显著性的差异（P＜0.05，X2=2.813）。②经由优质护
理措施进行干预的35例患者，其神经功能、运动功能、生活质量评估结果分数，与经由常规护理措施进行护理的35例患者
一一对应比较，差异均具有显著性（P＜0.05，t=2.271，2.856，2.917）。结论：对老年性脑梗塞患者运用优质护理措施，
具有较高的临床护理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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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治疗中断患者。优质护理组的 35例患者中，男女性别

比例为 21∶ 14；年龄段分布为 60~82岁，平均年龄数值为

（73.16±5.13）岁；有 20例为轻度脑梗塞，12例患者为中

度脑梗塞，3例患者为重度脑梗塞。常规组的 35例患者中，

男女性别比例为 20∶ 15；年龄段分布为 60~83岁，平均年

龄数值为（73.51±5.27）岁；有 21例为轻度脑梗塞，11患

者为中度脑梗塞，3患者为重度脑梗塞。组间患者的各项基

线资料比较，差异并未呈现出显著性意义（P＞ 0.05）。

常规护理组患者的护理措施有病情观察、体征监测、

遵医嘱用药等。优质护理组患者的护理策略为在常规护理措

施的基础上增加以下几个方面。

护理小组的优质性

以临床资历比较深的护士长为首，组建优质护理小组，

护士长担任组长，实施具体的优质护理操作。所有小组成员

均需要接受严格的培训与考核，通过后方能上岗，不断从日

常工作中总结经验，提出改进方案等，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

的护理服务。

护理病历与资料的优质性

护理人员应在第一时间就为患者建立起病历档案，认

真了解熟记患者的病情发展情况与档案信息，以便于开展日

常护理工作，并能够对突发状况做出迅速反应，给予患者有

针对性的专业护理措施。

心理支持的优质性

在对患者实施优质护理措施时，护理人员还应当关注

到患者的心理状态，通过倾听与交流，及时了解患者的心理

诉求，并给予患者安慰和鼓励，让患者能以积极的心态来面

对疾病和治疗。同时护理人员还需要与患者的家属进行有效

沟通，指导家属给予患者充分的家庭关怀与支持，帮助患者

树立治疗信心。

制定护理服务满意度问卷调查表，经由笔者所在医院

护理部审核通过之后，于患者出院前对护理满意情况进行勾

选评估，勾选项包含有十分满意、较为满意、一般满意以及

不满意四个项目，总体满意度等于十分满意率加上较为满意

率再加上一般满意率。患者的神经功能采用 NIHSS（美国

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评分系统进行评估；运动功能采

用 FUGL-METER（上肢运动功能评测）评分系统进行评估；

生活质量采用 Barthel（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指数评定表）评

价系统进行评估 [1]。

选择统计学软件 对所得的数据进行处理，患

者的满意度调查数据结果采用%进行表示，行以 X2检验；

神经功能、运动功能以及生活质量评估数据结果采用 x±s

进行表示，行以 t值检验。结果以 P＜ 0.05视作为差异具

备有显著性的意义。

经由优质护理措施进行干预的 35例患者中，十分满意

有 20例，占比率为 57.14%；不满意有 1例，占比率为 2.86%；

一共有 34例满意，总体满意度为 97.14%。经由常规护理

措施进行护理的 35例患者中，十分满意有 10例，占比率

为 28.57%；不满意有 7例，占比率为 20.0%；一共有 28例

满意，总体满意度为 80.0%。将两组的护理总体满意度数据

列入统计学表格进行计算，其结果有呈现出显著性的差异

（P＜0.05，X2=2.813）。详细数据信息请见下表 1中所示内容。

（例，%）

组别 例数
十分

满意

较为

满意

一般

满意
不满意

总体满

意度

优质护理组 35
20

（57.14）

11

（31.43）
3（8.57） 1（2.86）34（97.14）

常规护理组 35
10

（28.57）

13

（37.14）
5（14.29）7（20.0）28（80.0）

X2 2.813

P ＜ 0.05

经由优质护理措施进行干预的 35例患者，其神经功能、

运动功能、生活质量评估结果分数，与经由常规护理措施进

行护理的 35例患者一一对应比较，差异均有呈现出显著性

的意义（P＜ 0.05，t=2.271，2.856，2.917），详细数据信

息请见表 2中所示内容。

生活质量评估分析（ ，分）

组别 例数 神经功能 运动功能 生活质量

优质护理组 35 3.21±1.53 3.15±1.55 45.62±13.84

常规护理组 35 5.76±2.16 5.33±2.27 22.15±10.93

t 2.271 2.856 2.917

P ＜ 0.05 ＜ 0.05 ＜ 0.05

优质护理服务措施，顾名思义，是指在临床护理工作

中，将患者作为中心，落实好护理人员的责任，给予患者更

加良好优质的护理服务，提升护理服务水平。老年性脑梗塞

属于一项老年人多发病症 [2]，患者在住院治疗期间，优质的

护理服务措施对于患者而言可以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 [3]。首

先，在对老年脑梗塞患者实施优质护理工作中，应成立优质

的护理服务小组，建立内容翔实的治疗档案及给予充分的心

理支持 [4]。其次，需要关注护理环境的优质性，在患者住院

治疗前，为患者创造舒适且安静的住院环境，保持病房的干

净与整洁，做好通风，调整适宜的温度与湿度 [5]。再次，与

患者交谈时声音要轻柔，让患者感受到护理人员的优质护

理态度，从而信任护理人员，提升治疗与护理配合度 [6]。最

后，护理人员可通过询问患者的日常生活情况来了解其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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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中的不良习惯，并给予纠正 [7]，指导患者养成良好的生

活作息与习惯，对于老年脑梗塞患者，饮食指导也是不可忽

略的一般分，日常饮食中应多摄入钾、钙以及优质的蛋白质

等食物，戒除烟酒以及其他刺激性的食物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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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安全范围较大等优点，在镇静催眠以及癫痫持续治疗

临床应用上是首选药物。地西泮自 1963年被批准上市以来，

在临床应用上其有效性、安全性已得到验证，且它在治疗范

围内副作用较轻，常规剂量使用不引发严重的不良反应。癫

痫是慢性反复发作性短暂脑功能失调综合征，该病是神经系

统常见疾病之一，患病率仅次于脑卒中。注射途径给药的地

西泮是临床上公认的治疗癫痫持续状态的一线药物，并且至

今暂无临床优势更明显的替代药物。

随着药物传递系统（DDS）的发展，国内制药企业成

熟的技术，脂肪乳注射剂的开发已成一大热点，且地西泮脂

肪乳类在欧洲上市后并广泛应用于临床，其安全性及有效性

通过多年的实践已验证，且根据国卫办药政发〔2020〕25号，

地西泮注射剂型已被列入“国家临床必需易短缺药品重点监

测清单”中，虽然地西泮注射液有多家厂家上市，但其处方

中含有机溶剂增大临床用药风险使其限制了临床应用。未来

中国对地西泮的研究可关注在脂肪乳剂型中发展，该剂型将

有望可以提高地西泮注射给药安全性，极大地推进中国地西

泮制剂的发展，从而造福于广大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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