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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n，%）表示，采用 x2 检验，以 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  果 

两组大部分患者均顺利完成检查，休息 15 min 后离开医

院。观察组检查完成 23 例，满意度评分（90.32±8.65）分，

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超声引导下输卵管造影检查结果及满意度评分比较    [n（%）] 

检查情况 
组别 n 

完成检查 未完成检查 
满意度评分 

观察组 24 23（95.83） 1（4.17） 90.32±8.65 

对照组 24 18（75.00） 6（25.00） 80.12±7.66 

t/x2  4.181 4.181 6.273 

P  <0.05 <0.05 <0.05 

3   讨  论 

近年来，因生活习惯（饮食、作息等）逐渐多样化，女性

不孕不育症逐年增多，为查明原因临床多采用超声引导下输卵

管造影对患者进行检查[3]。其通过在超声检查下注入超声诊断

造影剂（声学造影剂），再对子宫等影响进行观察。但其作为

临床诊断检查手段，对受检者具有一定的创伤，对患者而言是

非常痛苦的。研究[4]指出，在检查期间有患者因承受不了而退

出，使临床检查无法完成，对患者病情评估、治疗等具有一定

的阻碍。因此，研究有效护理模式，从护理角度来促使患者积

极面对检查，并配合医务人员完成检查非常重要。整体护理是

近年来新兴的一种护理模式，护理期间除加强患者观察的同

时，还注重个别患者特殊情况，如环境、心理、健康知识等，

基于患者实际再给予针对性护理，以确保临床诊断、检查、治

疗有序、高质开展。程序式护理是整体护理的核心，也是有别

于传统护理的创新之处[5]。 

本研究中，观察组患者通过实施整体护理模式，在患者受

检前即做好其各方面情况评估，并结合患者情况循序渐进、针

对性开展护理。①健康知识缺乏者。详细讲解不孕不育的原因，

以及本次检查流程、注意事项等，让患者对自身病情作充分了

解，并做好检查的充足准备。②心理、精神状态不佳者：详细

了解患者心理、精神状态不佳的原因，并给予正确引导，以确

保患者以正确的心态，积极配合医务人员检查。③患者情况监

测。同时做好检查配合和患者舒适感，以确保患者在舒适状态

顺利接受检查，防治因不适而终止检查或退出检查等。④潜在

并发症防治。检查中及检查后密切检测患者各方面情况，积极

防治超声引导下输卵管造影可能发生的并发症，如胸部不适、

呼吸困难等。结果表明，观察组检查完成率、护理满意度评分

均明显高于对照组。由此可见，整体护理模式符合超声引导下

输卵管造影需要，能显著提升检查完成率及护理质量，值得推

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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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神经外科护理中细节护理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 月我院神经外科收治的患

者 100 例，将其随机均分为两组。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患者给予细节护理，比较两组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及并

发症情况。结果：对照组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总满意度为 78.0%，小于观察组（98.0%），P＜0.05；对照组的压疮发生率为 18.0%，

感染发生率为 8.0%，均小于观察组（压疮发生率为 2.0%，感染发生率为 2.0%），P＜0.05。结论：将细节护理应用于神经外科护

理中，可以有效提高患者的满意度，并且降低压疮与感染发生率，使患者的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改善，值得在临床上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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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details of neurosurgical care in  in the 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Methods: 100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neurosurgery department from January 2014 to January 2015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50 cases in each group.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routine care,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extensive and detail care.The satisfaction and complications were compared to nursing services. Results: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over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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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isfaction degree was 78.0% which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98.0%),P<0.05;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incidence 

of pressure ulcers and the infection rate were respectively 2.0% and 2.0%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incidence 

of pressure ulcers 18.0% and infection rate 8.0%) P <0.05.Conclusion: The detail nursing in the neurosurgical care can improve patient 

satisfaction and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pressure sores and infections, significantl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which is worthy Of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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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 月我院神经外科收治的 100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均与有关的诊断标准相符合，并经过辅

助检查确诊。将其随机均分为两组，观察组包括男性 33 例，

女性 17 例；年龄 25～73 岁，平均（55.7±2.8）岁。对照组包

括男性 31 例，女性 19 例；年龄 24～72 岁，平均（55.3±3.1）

岁。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疾病类型等一般资料方面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对比性。 

1.2 护理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护理，包括密切观察病情（监测患者

的生命体征，观察意识状态）、临床护理（确保患者体位正确）、

呼吸道护理等，观察组患者给予细节护理，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措施。 

①强化细节护理理念。细节护理包含许多细节，并且能够

加以量化。②医院管理人员需要定期组织讲座或培训，加强对

护理人员的细节教育，要求其关注并重视细节，认识到细节护

理的重要性，通过随机抽查与定期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对其细节

护理能力进行检查，使护理质量提高[2]。 

1.3 观察指标 

采用我院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了解两组患者对护理服务

的满意度，满分为 100 分，分数越高表现满意程度越高，其中

低于 60 分表示不满意，60～75 分表示一般满意，76～89 分表

示满意，90～100 分表示非常满意。一般满意度、满意度和非

常满意度之和即为总满意度。观察两组患者住院期间发生并发

症的情况，例如压疮、感染等，比较并发症发生率。 

1.4 统计学方法 

将收集的数据录入计算机的 Excel 表格中，采用统计学软

件 SPSS13.0 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采用百分比的方式表示

计数数据，采用（ ）的方式表示计量数据，分别采用 x2

与 t 对计数数据与计量数据的组间比较进行检验。如果 P＜

0.05，表示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对比 

两组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情况为：对照组不满意 11

例，一般满意 12 例，满意 12 例，非常满意 15 例，总满意度

为 78.0%；观察组不满意 1 例，一般满意 4 例，满意 11 例，非

常满意 34 例，总满意度为 98.0%，远大于对照组，P＜0.05，

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 

2.2 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对比 

对照组出现压疮 9 例，发生率为 18.0%，感染 4 例，发生

率为 8.0%；观察组出现压疮 1 例，发生率为 2.0%，感染 1 例，

发生率为 2.0%，均小于对照组，P＜0.05，差异显著，具有统

计学意义。 

3   讨  论 

细节护理是从生理到心理、从护士到患者的一项细致、持

续与长期的工作，要求护理人员能够充分为患者着想，提前预

见并尽可能避免风险的发生。神经外科患者病情凶险，且进展

较快，很容易出现各种并发症，从而引起护患纠纷，所以在护

理工作中应用细节护理是十分有必要的[3]。工作中严格按照操

作流程进行消毒，对患者的耳朵、眼睛等部位实施保护，避免

眼睛内渗入消毒液或被压伤等。帮助患者取正确体位，提高其

舒适度，可将软垫放置在患者腋下等。如果患者容易出现压力

伤，应当将压力贴用在受压位置。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对照组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总满意度为

78.0%，小于观察组（98.0%），P＜0.05，差异显著，具有统计

学意义；对照组的压疮发生率为 18.0%，感染发生率为 8.0%，

均小于观察组（压疮发生率为 2.0%，感染发生率为 2.0%），P

＜0.05，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将细节护理应用于

神经外科护理中，可以有效提高患者的满意度，并且降低压疮

与感染发生率，使患者的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改善，值得在临床

上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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