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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护理在脑卒中中的效果 

沈余丽 

浙江省湖州市中医院  浙江湖州 

【摘要】目的 探讨针对性护理在脑卒中中的效果。方法 将我院 2021 年 1 月-2022 年 1 月 80 例脑卒中

患者，双盲随机法分二组。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实验组实施针对性护理。比较两组护理前后神经功能缺

损得分、汉密尔顿抑郁评分、满意度、住院时间、后遗症发生率。结果 实验组神经功能缺损得分、汉密尔

顿抑郁评分低于对照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住院时间短于对照组，后遗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脑卒中患者实施针对性护理效果确切，可有效减轻患者抑郁情绪和减轻神经损害，减少后遗症，缩短

住院时间，提高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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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argeted nursing in str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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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targeted nursing in stroke. Methods 80 stroke 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1 to January 2022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y double-blind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given targeted nursing. The neurological 
deficit score, Hamilton depression score, satisfaction, length of stay and incidence of sequela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Results the neurological deficit score and Hamilton depression 
scor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satisfaction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hospital stay was shor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incidence of sequelae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argeted nursing care for stroke patients has a definite 
effect, which can effectively reduce depression and nerve damage, reduce sequelae, shorten hospitalization time 
and improve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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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是一种由大脑血液循环紊乱引起的突发

病症。也就是所谓的脑血管事故。脑卒中是一种由

多种原因引起的脑内动脉狭窄、阻塞、破裂等原因

引起的急性脑血循环障碍，临床上可出现一过性或

永久性脑功能障碍的症状和体征，其中脑卒中可分

为缺血性脑卒中和出血性脑卒中。近年来，尽管脑

卒中病人的死亡率有所下降，但其残存的功能问题

却没有得到很大的改善，严重地影响了病人的生活

质量和身心健康。对于脑卒中病人，护士除了要注

意护理，还要注重病人的日常生活能力。在采用急

救措施的同时，要提高疗效，必须采取相应的护理

措施。普通护理是疾病的常规护理措施，护士根据

病人的要求，根据医嘱执行护理，缺乏主动性，护

理模式太僵硬，不能保证护理的质量[1-2]。针对性的

护理是临床上较为推崇的一种护理，它注重病人的

个人特性，为病人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从整体上

调整病人的身体和心理状态，从而使病人的恢复更

快。本研究探析了针对性护理在脑卒中中的效果，

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我院 2021 年 1 月-2022 年 1 月 80 例脑卒中患

者，双盲随机法分二组。每组例数 40。 
其中实验组年龄 51-76 岁，平均（64.2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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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男 29：女 11。对照组年龄 52-75 岁，平均（64.78
±2.91）岁，男 27：女 13。两组一般资料统计 P＞
0.05。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实验组实施针对性护理。 
第一，急性期的针对性护理。（1）如果病人处

于昏迷状态，需要护士和病人的家人进行交流，将

病人的诊断和治疗计划告诉他们。安抚家属，给病

人一个好的治疗环境，避免耽误抢救。（2）在病人

神志清醒的情况下，护士要与病人交流，介绍自己，

安慰病人，解释病人的病情，并将病人的病情描述

出来，让病人建立起治愈的信心。在治疗过程中，

对病人的心理状况进行评价，并对其进行积极的心

理辅导，以促进其保持良好的情绪。在急性期，因

焦虑、恐惧、易怒、悲观等情绪会导致心力衰竭，

从而影响治疗。所以，在各种治疗和护理中，要做

到轻柔、熟练、准确，尽量减少疼痛和不舒服。充

分尊重病人的个性和权利，以减少病人的负面对抗。

态度要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易怒会导致血压

升高，从而影响治疗效果，只有积极配合治疗，保

持良好的心情，身体才能尽快恢复。（3）协助病人

保持卧位，解开病人的衣领，更换宽松的衣服，让

病人保持正常的呼吸，同时还要调整病人的头部，

观察病人的气道，如果有痰液，就需要引导病人进

行排痰。如果出现排痰乏力的情况，可以采取机械

排痰或者吸痰的方法。（4）如果病人出现了脑出血

的情况，应尽快降低出血量。护士要做好冰袋，对

病人进行持续的头部降温，以促进脑血管的收缩和

止血 。（5）如果出现了脑梗死，病人接受静脉溶栓，

在医生的指导下，尽快准备好溶栓药物，做好心电

图、静脉通道建立、药物配置、用药等方面的护理

工作，为病人赢得宝贵的抢救时间。 
第二，恢复期针对性护理。（1）心理护理。处

于恢复期的病人，其精神状况常常是不稳定的，有

些人过于急功近利，其表现为不适当地加大运动强

度和运动次数，从而导致身体失衡，从而导致无谓

的损伤；也有人认为，身体残疾给自己和家人带来

了很大的不便，会产生自卑、消极、悲观等情绪，

所以，要让他们尽情地宣泄自己的情绪，让他们先

接受自己的观点，然后告诉他们正确的道理，然后

与他们一起讨论，让他们感受到自己没有被遗弃，

被尊重，从而提高他们战胜疾病的信心和勇气。（2）
膳食保健。指导患者平时多吃一些低盐低脂的食物，

多吃一些容易消化的高膳食纤维食品，不要吃辛辣

刺激性的食物，要有充足的睡眠，要保证病房内的

环境要安静。注意保持皮肤的清洁、经常翻身、拍

打背部、多晒太阳、戒烟、戒酒、保持大便畅通。

便秘时要多饮水、做腹部按摩（顺时针）、口服开

塞露、口服缓泻药等。（3）语言功能康复训练：针

对患者的具体情况，引导患者进行言语训练，鼓励

患者表达自己的思想，加强患者的语言能力，并根

据患者的语言能力，制定相应的康复训练计划，从

简单的单词到短句、段落。言语障碍病人多有烦躁、

焦虑、痛苦等情绪。医务工作者应配合家属多与病

患沟通，了解其疾苦，使其情绪稳定，消除其不良

情绪。引导病人多做吸气、鼓腮等运动。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护理前后神经功能缺损得分、汉密尔

顿抑郁评分、满意度、住院时间、后遗症发生率。 
1.4 统计学处理 
SPSS23.0 软件中，计数 χ2统计，计量行 t 检验，

P＜0.05 表示差异有意义。 
2 结果 
2.1 神经功能缺损得分、汉密尔顿抑郁评分 
护理前两组神经功能缺损得分、汉密尔顿抑郁

评分比较，P＞0.05，护理后两组均显著降低，而其

中实验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如表 1。 

表 1  护理前后神经功能缺损得分、汉密尔顿抑郁评分比较（ sx ± ，分） 

组别 时间 神经功能缺损得分 汉密尔顿抑郁评分 

实验组 护理前 24.12±3.81 21.37±1.31 

 护理后 8.12±0.45 7.21±0.24 

对照组 护理前 24.34±3.81 21.37±1.46 

 护理后 12.52±0.56 10.56±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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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满意度 
实验组的满意度比对照组高(P＜0.05)。实验组

的满意度是 94.35±3.21 分，而对照组的满意度是

80.44±2.12 分。 
2.3 住院时间 
实验组住院时间11.24±1.67d短于对照组15.67

±1.78d，P＜0.05。 
2.4 后遗症发生率 
实验组后遗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实

验组后遗症发生有 1 例，占 2.5%，而对照组后遗症

发生 8 例，占 20.0%。 
3 讨论 
脑卒中是一种由多种原因导致的脑血管性临床

事件，它主要表现为急性发作，并迅速表现为局限性

或弥散性脑功能丧失征象。根据脑卒中的病理过程，

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出血性和缺血性。脑卒中由于其

发病率高、病死率高、致残率高，已经严重威胁着人

们的生命安全。随着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死亡率逐

渐降低，但是死亡率和致残率却在不断上升。近年来，

尽管脑卒中后的功能障碍在药物治疗上并未取得显

著的进展，但是最近几年的康复和护理工作却取得了

一定的进展。特别是早期护理干预能明显减少病死率

和残疾发生率，使患者从身体和精神上的残疾得到最

大程度的恢复，重新融入社会[3-4]。 
临床上，对症治疗是主要措施，护理措施是辅助

措施，积极的护理干预能提高患者的护理质量，并能

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在临床上，最常见的护理方式

是传统的常规护理，但其效果并不是很好[5-6]。针对

性的护理是以病人为本，充分了解患者的个体化特

点，从身心全方位出发，帮助病人建立治疗的自信心，

让病人用正确的态度对待疾病，保证病人的治疗遵

从，提高病人的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有针对性的护

理可以从各个方面考虑病人的需要，可以持续地改善

病人的生理和心理状况，使病人在治疗过程中保持良

好的心态，从而提高治疗的效果和安全性[7-10]。 
综上，脑卒中患者实施针对性护理效果确切，

可有效减轻患者抑郁情绪和减轻神经损害，减少后

遗症，缩短住院时间，提高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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