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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康复护理模式在脑梗塞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尹辰雨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南通

【摘要】目的 讨论对脑梗塞患者实施早期康复护理模式的作用。方法 选择 2021年 9月到 2022年 9月在本

院进行治疗的脑梗塞患者 86例作为研究对象，使用随机盲选方式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各为 43例。对照组

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实施早期康复护理模式，比较两组的 FMA运动功能评分、SF-36生活质量和护理有效率。

结果 观察组 FMA各项评分（运动功能、平衡功能、感官功能）、SF-36生活质量评分和护理有效率都显著高于

对照组，（p＜0.05）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对脑梗塞患者实施早期康复护理模式可以有效促进患者康复，提高患

者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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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early rehabilitation nursing model in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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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role of implementing early rehabilitation nursing models for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Methods 86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who underwent treatment in our hospital from

September 2021 to September 2022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subjects. They were randomly and blind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with 43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care,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early rehabilitation care. The FMA motor function score, SF-36 quality of life, and

nursing effectivenes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FMA scores (motor function, balance

function, sensory function), SF-36 quality of life score, and nursing effectiveness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Conclusion Implementing an

early rehabilitation nursing model for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ir recovery and

improve their treatment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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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梗塞是指脑血管阻塞或破裂引起的局部脑组织

缺血性坏死的疾病，是中老年人群中常见的脑血管疾

病之一[1]。脑梗塞的发病率在逐年增加，给患者的生活

和健康造成了严重影响。护理对脑梗塞患者的康复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早期康复护理模式是指在患者发

病后的早期阶段提供综合性康复护理，旨在促进患者

的功能恢复和生活自理能力的提高[2]。本文通过对早期

康复护理模式在脑梗塞患者中的应用效果进行分析，

以期为临床实践提供参考。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 2021 年 9 月到 2022 年 9 月在本院进行治疗

的脑梗塞患者 86例作为研究对象，使用随机盲选方式

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各为 43例。对照组：男 24

例，女 19例，年龄 54～82岁，平均年龄（67.56±3.85

岁），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男 22例，女 21例，

年龄 51～79岁，平均年龄（66.28±4.91岁），实施早

期康复护理模式。经过研究比对，两组的一般资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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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比性（p＞0.05）。所有患者对本次研究的具体内容

均知情，经过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研究。

1.2方法

给予对照组患者常规护理干预，包括对患者生命

体征的监测、指导患者饮食、运动和用药等。观察组

是在常规护理之上实施早期康复护理模式干预，包括：

1.早期康复评估：①评估患者的神经功能损害情况，

包括大小便功能、视觉功能、听觉功能、语言功能、

肌力、协调能力等。②评估患者的认知功能，包括注

意力、记忆力、理解力和判断力等。③评估患者的生

活自理能力，包括独立进食、穿衣、梳洗和排便等。

④评估患者的精神状态，包括情绪、意志和情绪的调

节能力。

2.心理护理：脑梗塞患者往往会有一定程度的焦虑

和抑郁情绪，受不良情绪影响从而无法正常配合治疗，

因此护理人员可以主动去了解患者的心理状态，主动

与患者交流，倾听和理解患者的情感需求，为患者提

供心理支持和鼓励，帮助患者树立积极的康复态度。

同时给予患者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让患者逐渐适应新

的生活状态。

3.功能训练：①运动训练：根据患者的神经功能损

害情况，制定相应的康复训练计划。主要包括肌力训

练、平衡训练、协调训练和灵活性训练等，同时给患

者提供适宜的康复辅助设备，如拐杖、助行器等，帮

助患者提高运动能力。②语言训练：利用语言疏导、

口腔肌肉锻炼（鼓腮、吞咽、咀嚼）和语言练习（单

音节练习、多音节练习、单词练习、词语练习、长短

句练习）等方法，来帮助患者恢复语言功能。③功能

恢复训练：根据患者的自理能力评估结果，进行个性

化的康复训练。包括进食训练、穿衣训练、梳洗训练

和排便训练等。

4.体位护理：指导患者采取侧卧位的姿势休息，如

果想换成仰卧位，则需要尽可能地抬高患者的肩部并

让肩部自然伸展且手握空拳。为了避免出现关节痉挛

和压疮等并发症，可用软硬合适的软枕垫在上肢处，

且每隔 2小时需在护理人员和家属的帮助下更换 1次

体位。

5.康复知识宣教：早期康复护理应该充分利用家庭

资源，提供家属的支持。康复护理人员向患者和家属

普及脑梗塞的相关知识，包括疾病的病因、发病机制、

预防和康复等方面的知识。教育患者和家属掌握脑梗

塞的预防措施，如保持良好的血液循环、均衡饮食和

规律运动等，帮助他们更好地照顾患者。这样可以增

加患者的家庭和社会支持，提高康复效果。

1.3疗效标准

1.3.1 使用 FMA 运动功能评分表对两组患者的感

觉运动障碍功能进行评分，有 3 个方面，分别是运动

功能（上肢评分最高 66分、下肢评分最高 34 分）、

平衡功能（最高评分 14分）、感官功能（最高评分 24

分），分数越高表示功能恢复情况越好。

1.3.2使用健康调查简表 SF-36评估两组患者生活

质量好坏，总分范围为 0～100分，分数和生活质量是

正相关关系。

1.3.3从护理记录报告中分析评估两组患者的护理

有效率（非常有效、效果一般、没有效果）。

1.4统计学方法

纳入本研究的数据到 SPSS17.0中，计量资料比较

可以使用 t检验，以（χ±s）来表示，计数资料比较可

以使用χ2检验，以（%）表示，（P<0.05）有统计学意

义。

2 结果

2.1比较两组的 FMA运动功能评分

观察组患者的运动功能评分（89.64±3.46分）高于

对照组（77.43±4.27分），（t=14.569，P=0.001）有统

计学意义。

观察组患者的平衡功能评分（9.31±2.07分）高于

对照组（6.28±1.97分），（t=6.953，P=0.001）有统计

学意义。

观察组患者的感官功能评分（19.61±3.28分）高于

对照组（15.34±3.07分），（t=6.233，P=0.001）有统

计学意义。

2.2比较两组的 SF-36生活质量

观察组患者 SF-36生活质量评分（88.38±5.42分）

高于对照组（76.24±4.71分），（t=11.087，P=0.001）

有统计学意义。

2.3比较两组的护理有效情况

观察组的护理效果评价中，非常有效、效果一般、

没有效果分别有 26例、15例、2例，护理有效率是 41

例（95.35%）；对照组的护理效果评价中，非常有效、

效果一般、没有效果分别有 19例、16例、8例，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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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率是 35例（81.40%）。观察组的护理有效率比对

照组高，（χ2=4.074，P=0.044）有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脑梗塞是由于脑血管阻塞致使脑血供减少或中断，

导致脑部神经元缺血、缺氧和损伤的疾病，其发病率

和死亡率在全球范围内都较高，患者一旦发病后，往

往会出现一系列的功能障碍，严重影响患者日常生活

和行动能力[3]。早期康复护理模式是指在脑梗塞发病后

的最初阶段进行的综合护理模式，旨在促进患者的早

期康复和功能恢复[4]。这一阶段的康复护理是脑梗塞患

者康复治疗的关键时期，早期干预可以有效地减轻神

经功能损伤，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本次研究中，观察组 FMA 各项评分（运动功能、

平衡功能、感官功能）、SF-36生活质量评分和护理有

效率都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有统计学意义。

这说明早期康复护理模式对于脑梗塞患者的康复非常

重要，它可以帮助患者尽早地进行康复训练，减轻病

情，促进患者的身体功能和生活质量的恢复[5]。首先，

早期康复护理模式强调在脑梗塞发病后立即开始康复

治疗，以最大限度地保护脑部神经功能，恢复患者的

自理能力和生活质量[6]。其次，早期康复护理模式引导

患者及家庭了解脑梗塞的危险因素、预防措施和康复

方法，提供相关知识和技能的培训，以便患者及家庭

能够更好地管理疾病，可以起到预防脑梗塞复发的效

果[7]。再次，脑梗塞患者常常有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

早期康复护理模式注重提供心理支持和安慰，帮助患

者调整情绪，积极面对疾病，来增强康复的信心和动

力[8]。最后，早期康复护理模式强调在急性期开始进行

康复训练，包括物理治疗、运动疗法、语言康复、认

知训练等，促进患者的肌力恢复、功能恢复和神经再

生，帮助患者恢复日常生活能力，提高生活质量[9-10]。

然而，目前的研究尚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研究样

本量较小，难以推广到整个脑梗塞患者群体。其次，

研究设计不完善，缺乏对患者进行长期随访，难以评

估早期康复护理模式的长期效果。因此，未来的研究

应该加大样本量，延长研究周期，以进一步评估早期

康复护理模式的应用效果。

综上所述，早期康复护理模式对脑梗塞的应用意

义非常重要。它能够帮助患者尽早进行康复治疗，减

少神经功能损害，预防复发，提高康复效果。因此，

早期康复护理模式在脑梗塞患者中的应用将成为未来

脑血管疾病康复治疗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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