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房作为一个高风险的科室#无论是医院管理者还是助产

人员本身都应充分重视和认识助产士的职业危害与防护#积极

改善工作条件#合理配置人力资源#从多方面做好自我防范#减

少职业危害#维护身心健康#从而更好地保证护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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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老年脑梗死恢复期患者的护理体会

费
!

玲"四川省泸州市社会福利院
!

!9!###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老年脑梗死患者的护理方法&方法
!

回顾性分析该院于
$##7

年
%

月至
$#%%

年
!

月期间

收治的
!8

例脑梗死恢复期患者的临床资料!对所有患者开展以患者为中心的整体护理&结果
!

通过有效的整体护

理!取得了满意的临床效果!有效的康复护理措施可明显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结论
!

整体护

理可有效缓解老年脑梗死患者的症状及焦虑%恐惧心理!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

!

脑梗死'

!

护理'

!

恢复期'

!

老年

!"#

!

$%&'()(

"

*

&+,,-&$)./0(122&/%$/&%)&%)'

文献标志码$

S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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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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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梗死是脑部血液供应障碍导致脑组织发生缺血缺氧性

变性或死亡#且出现相应的神经功能受损*病情有轻有重#常

见于老年人#具有致残率高)易反复)易复发的特点#严重危害

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影响其生活质量*老年脑梗死除急性期积

极地配合治疗外#在恢复期做好基础护理#对防止进一步梗死)

预防各种并发症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回顾性分析本院
$##7

年

%

月至
$#%%

年
!

月期间收治的
!8

例脑梗死恢复期患者的临

床资料#旨在分析和探讨老年脑梗死患者的护理方法*

$

!

资料与方法

$6$

!

一般资料
!

回顾性分析本院
$##7

年
%

月至
$#%%

年
!

月

期间收治的
!8

例脑梗死恢复期患者的临床资料#全部急性期

病例符合
%77"

年第
9

次脑血管病学术会议修订的诊断标

准+

%

,

*所有患者经当地医院急性期住院治疗
%#

(

%9I

#并经头

颅
+(

扫描证实有不同部位梗死灶*

!8

例脑梗死恢复期患者

中男
9"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

!:6$d

"6%

%岁*

$6/

!

护理方法

$6/6$

!

基础护理
!

创造良好环境#保证病房清洁整齐)舒适美

观#保持室内空气清新#温度适宜#室温
$$

(

$"X

#防治上呼

吸道感染及交叉感染*做好血常规及生化检查#严密监测生命

体征*按时协助患者翻身#翻身的同时给予叩背#保持呼吸道

通畅#及时吸氧#痰液黏稠)呼吸困难者及时吸痰*尽量做到轻

重症患者分开#重症患者住单人病房以免互相干扰#床单应平

整#随脏随换#及时更换患者内衣预防褥疮+

$

,

*患者允许带收

音机或收录机#边治疗边收听#以分散患者注意力#也可使患者

感到生活在富有生活气息的环境里#增强患者对生活的热爱及

同疾病抗争的信心#使其身体早日康复+

<

,

*

$6/6/

!

安全护理
!

对于有意识障碍或偏瘫者应注意安全#防

止坠床或跌倒#对躁动不安者要采取防护措施!如专人陪护#床

旁设护栏#双手约束#防止患者拔除各种管道#翻身和下床时有

人协助和扶持等*

$6/6'

!

饮食营养指导
!

老年脑梗死患者饮食应以高蛋白)高

维生素)易消化的清淡饮食为主*避免食用辛辣#刺激性#易引

起过敏的海鲜类食物#多食蔬菜)水果)植物油等#避免暴饮暴

食*适当体力劳动#促进血液循环#保持良好情绪+

9

,

*

$6/61

!

心理护理
!

老年脑梗死患者由于肢体瘫痪)失语)失去

了自主的生活能力#失去了与人交流沟通的能力#容易使患者

产生悲观)消极情绪#护士应主动与患者进行交流#了解其心理

活动#讲解相关病理知识#治疗的程序等#消除其心理负担#帮

助患者树立信心#正确面对病情#耐心讲解与本病有关的健康

知识*对患者进行健康宣教#向患者说明病情及最好转归#认

真讲解康复训练的方法)意义和效果#使患者树立康复意识#并

形成良好的行为和生活习惯*以良好的心态和状态接受并配

合治疗*护士还应该与患者家属沟通#争取多方配合*通过护

患之间的良好交往#护士对患者的疏导#激发患者的信心#使其

能正确对待疾病#正确对待未来的生活和工作#对治疗树立信

心#以最佳心态进行康复锻炼*

$6/62

!

功能康复
!

功能康复的原则是越早越好#针对不同的

功能障碍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康复指导及锻炼#耐心仔细#多

做示范#让患者重复练习#达到最佳康复效果*

$6/6)

!

健康宣教
!

提醒患者注意卫生#节制烟酒#少食刺激性

食物*动脉粥样硬化是引起脑梗死的根本原因#应积极治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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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如高血压)糖尿病*激励患者配合各项治疗#特别是康复

计划#患者正确认识疾病之后#鼓励患者树立乐观情绪#面对

现实*

/

!

结
!!

果

通过有效的整体护理#取得了满意的临床效果#所有患者

均未出现损伤加重)坠积性肺炎)泌尿系感染)褥疮等并发症发

生#生活质量明显提高#其中
$9

例老年脑梗死患者生活能完全

自理*

'

!

讨
!!

论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步伐的加快#脑梗死发病率正在逐年

升高#很多老年人患病#出现半身不遂)失语)昏迷等症状#致残

率较高#严重危害患者的身心健康*在心理)安全)病情观察)

预防并发症)肢体功能锻炼)语言训练)饮食等方面的护理对提

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促进康复具有重要意义#应引起足够的重

视*对于患者#要鼓励)帮助其树立康复的信心#懂得坚持训练

的重要性#调动其自身的潜力#坚持康复训练*本院于
$##7

年

%

月至
$#%%

年
!

月期间收治的
!8

例老年脑梗死患者经过悉

心的整体护理#明显效缓解老年脑梗死患者的症状及焦虑)恐

惧心理#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降低了并发症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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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创正压通气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合并呼吸衰竭患者的护理

姚
!

莉"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内三科
!

9###%9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合并呼吸衰竭患者的临床护理措施&方法
!

对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
<$

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合并呼吸衰竭患者进行积极有效的临床护理&结果
!

所有接受
SA[>[

呼吸机

治疗的患者在治疗后胸闷%呼吸困难改善&氧分压"

[/4

$

$

)

!#--3

F

!二氧化碳分压"

[+4

$

$

*

"#--3

F

!呼吸频

率小于每分钟
$!

次&除
<

例胃胀气%

%

例面部皮肤损伤外!无其他不良反应&结论
!

在积极采取
SA[>[

呼吸机治

疗的同时!护士应做好解释及健康教育!正确使用呼吸机!保持患者呼吸道畅通!加强病情观察!给予患者合理的营

养支持和心理护理!加强并发症的观察与护理&

"关键词#

!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

呼吸衰竭'

!

无创正压通气'

!

护理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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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0GJ,BA0,KE1JL01ACD

.

LH-,B/J

O

IAE?

D/ED

#

+4[a

%是一种疾病状态#以不完全可逆的气流受限为特

征#气流限制通常是进行性且伴有肺对有害颗粒或气体的异常

炎症反应*急性发作期由于支气管黏膜炎症水肿加重#痰液堵

塞支气管腔#潮气量减低#导致肺泡通气量不足#表现为明显的

低氧血症和高碳酸血症*故
+4[a

患者常伴有呼吸衰竭+

%

,

*

本文对本科室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
<$

例
+4[a

合并呼吸衰竭患者进行积极有效的临床护理#取得了良好的临

床效果#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6$

!

一般资料
!

+4[a

合并呼吸衰竭患者
<$

例#入选的患者

均符合中华医学会呼吸分学会修订的
+4[a

诊治规范#其中

男
$%

例#女
%%

例*

<$

例患者治疗前血气分析二氧化碳分压

$

[/+4

$

%

#

"#--3

F

#氧分压$

[/4

$

%

"

!#-- 3

F

(神志尚清

醒且合作者(无恶心)呕吐#无消化道出血及严重面部创伤*

$6/

!

治疗方法
!

所有患者均取半卧位#在吸氧状态下将面罩

连接#调节好头带的松紧度后#再连接双水平气道正压$

SA?

[>[

%无创呼吸机管道*通气参数按患者的具体情况调节#辅

助通气压力必须从较低的压力水平开始#通常从吸气相压力
!

(

80-3

$

4

#呼气相压力
<

(

90-3

$

4

开始#每过
"

(

$#-AB

增加
%0-3

$

4

#逐渐增加到合适的治疗通气参数+

$

,

*

$6'

!

结果
!

所有接受
SA[>[

呼吸机治疗的患者在治疗后胸

闷)呼吸困难改善*

[/4

$

)

!#--3

F

#

[/+4

$

*

"#--3

F

#呼

吸频率小于每分钟
$!

次*除
<

例胃胀气)

%

例面部皮肤损伤

外#无其他不良反应*

/

!

护理措施

/6$

!

患者的解释及教育
!

SA[>[

呼吸机的应用效果与患者

配合密切相关*大多数患者对面罩应用造成的憋闷感以及呼

吸机使用时的噪音产生恐惧心理#使用前应做好合适的教育解

释工作#消除患者的恐惧心理*同时向患者介绍呼吸机治疗的

作用)目的及紧急情况下的面罩拆除方法等#指导患者有规律

地放松呼吸#注意咳痰#减少漏气*还应教会患者进行非语言

交流#采用手势或书写的方式交流#或让患者用点头或摇头来

回答问话)与其握手等#以消除他们的紧张情绪*初次上机应

由经验丰富的医护人员进行操作#有利于增强患者信任度#提

高依从性*

/6/

!

正确使用呼吸机#保持患者呼吸道畅通

/6/6$

!

鼻)面罩的选择及固定
!

据患者脸形大小选择合适的

纽氏面罩或鼻罩#并正确连接呼吸机管道*在上机前调整各参

数#协助患者带好纽氏面罩#三点固定面罩#保证密闭性和舒适

性*面罩的松紧度应以头带下可插入
%

或
$

根手指#无明显漏

气)最小活动为宜#面罩佩戴舒适后再连接呼吸机#以免突然送

气造成患者不适感*

/6/6/

!

模式的选择及参数的调节
!

所有病例初始均应用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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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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