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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方案在缺血性脑卒中康复护理中的价值 

张 莹 

武汉市中心医院  湖北武汉 

【摘要】目的 分析缺血性脑卒中康复护理中循证护理方案的干预效果。方法 选取我院近 2 年（2020
年 1 月-2022 年 3 月）收治的缺血性脑卒中者 90 例，回顾临床资料。将实施循证护理的 45 例患者作为观察

组，将实施常规护理的 45 例患者作为对照组。观察两组护理效果。结果 干预前后，观察组患者肢体功能

评分分别为（32.62±1.88）、（57.81±2.63），对照组患者肢体功能评分分别为（32.64±1.93）、（45.02
±2.52）。可知，干预前两组肢体功能评分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观察组患者肢体功

能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干预前两组各项生活质量评分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

后，观察组患者各项生活质量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通过在缺血性脑卒中康复护理中实施

循证护理，可有效提高患者的生命质量，有利于功能恢复，使患者疾病得到进一步恢复，临床应用价值确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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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program in rehabilitation nursing of ischemic str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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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intervention effect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program in 
rehabilitation nursing of ischemic stroke.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90 patients with ischemic stroke admitted in 
our hospital in recent 2 years (January 2020 to March 2022) were reviewed. 45 patients receiving evidence-based 
nursing care were taken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45 patients receiving routine nursing care were taken as the 
control group. Observe the nursing effect of the two groups. Results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limb 
function scores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32.62 ± 1.88) and (57.81 ± 2.63) respectively, and those 
of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32.64 ± 1.93) and (45.02 ± 2.52) respectively. It can be seen that before the 
intervention,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limb function scores 
(P>0.05). After intervention, the score of limb func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Before intervention,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scores of quality of lif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After intervention, the scores of quality of lif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in the rehabilitation nursing of ischemic strok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can be 
effectively improved, which is conducive to functional recovery, further recovery of patients' diseases, and has 
definite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Keywords】 Ischemic stroke; Evidence based nursing; Rehabilitation nursing; Limb function; Quality of 
life; effect 
 

缺血性脑卒中主要多见于脑栓塞，脑梗塞。该

疾病主要是由于脑袋供血动脉狭窄，闭塞等引起的

脑供血不足，促使的脑组织坏死的病情[1]。缺血性

脑卒中常表现为偏瘫、失语。血性脑卒中的症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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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心房颤动、瓣膜病

等[2]。以因此，早期认识和识别脑卒中，进行积极

有效的治疗与抢救，对于减轻患者的后遗症，提高

其生存质量尤为重要[3-4]。实际上，即使给予患者积

极的临床治疗，仍有不少患者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肢

体运动功能障碍，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5]。对此，

加强护理干预，实施最佳护理措施，对改善其运动

功能和生活质量有积极意义。本文主要在缺血性脑

卒中康复护理中进行了循证护理干预，取得了满意

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研究资料及方法 
1.1 研究资料 
选取我院近 2 年收治的缺血性脑卒中者 90 例，

回顾分析探讨护理效果。其中 45 例对照组患者（男

26 例，女 19 例）年龄在 65-73 岁（平均 69.24±4.12
岁）；合并症：高血压 18 例，高血糖 15 例，高血

脂 12 例。45 例观察组患者（男 21 例，女 24 例）

年龄在 65-74 岁（平均 69.56±4.22 岁）；合并症：

高血压 16 例，高血糖 15 例，高血脂 14 例。上述病

例资料比较均衡性良好（P>0.05） ，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干预，包括：病情观察、

饮食护理、运动指导等。观察组采取循证护理干预，

具体措施如下： 
①对患者全面评估，提出护理问题，结合临床

工作经验，理论联系实际，系统地查阅有关方面图

书、文献，杂志等，并请专家指导，对证据的可靠

性，真实性和临床应用做出评价，确定结论，制定

循证护理方案。 
②健康指导，给患者及家属讲解疾病的概念，

加强对疾病的正确理解，提高康复护理认知，从而

提高医疗护理依从性。 
③饮食指导，帮助患者制定均衡的饮食计划，

对于清醒且无吞咽功能障碍者，以清淡为主；对于

有吞咽功能能障碍者，应根据实际情况选自鼻饲法，

保持口腔清洁。鼓励家属，协助患者遵照饮食计划

进食，并予以技术支持。 
④重视并发症预防护理，由于患者易发生吸入

性肺炎、深静脉血栓、压疮等并发症，在基础护理

中应加强这方面的干预，给予有针对性的护理措施。

关注呼吸道、消化道、无菌操作及水电解质方面的

护理。比如辅助患者排除痰液，保持口腔干净；严

格遵守无菌操作，尽量减少静脉损伤，要求护理人

员操作技术高超。 
⑤加强心理护理，临床上，患者均存在不同程

度的心理障碍，部分患者难以接受现状，加上处于

陌生环境，易产生各种负性心理情绪，对此护理人

员要主动安慰、鼓励和支持患者，加强对治疗疾病

的信心，和坚持康复护理的毅力。 
⑥这类患者发病后易出现肢体障碍和语言障

碍，护理人员应给予早期康复护理，包括早期发声、

按摩、推拿等训练，遵循循序渐进，谨防过度锻炼

所致意外的发生。可根据实际病情，指导患者进行

合理的运动。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学软件（SPSS20.0 版本）进行数据分

析，对本研究中所得的计量资料（t）及计数资料（χ2）

分别进行对比，用 sx ± 、%分别检验，若 P<0.05，
则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4 观察指标 
评估两组患者干预前后肢体功能和生活质量评

分情况。采用生活质量评价量表（SF-36）对两组患

者干预前后生活质量进行评估，评价内容包括：躯

体功能、心理功能、社会功能、症状反应 4 个方面，

共 22 个条目，总分 100 分，分值越高，患者生活质

量越好。应用 Fugl-Meyer（FM）评定法对两组患者

干预前后肢体功能进行评估，判定标准：＜50 分严

重功能障碍，50-84 分明显功能障碍，85-95 分中度

功能障碍，96-99 分轻度功能障碍。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肢体功能评分对比 
本研究结果显示，干预后，观察组患者肢体功

能改善情况更佳，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肢体功能评分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45 32.62±1.88 57.81±2.63 

对照组 45 32.64±1.93 45.02±2.52 

t - 0.050 23.555 

P - 0.960 0.001 

2.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生活质量评分对比 
本研究结果显示，干预后，观察组患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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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更高，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生活质量评分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 

躯体功能 心理功能 社会功能 症状反应 躯体功能 心理功能 社会功能 症状反应 

观察组 45 44.23±3.31 48.96±2.10 41.89±2.96 49.13±2.14 80.68±11.32 84.69±14.32 83.54±12.30 87.59±13.12 

对照组 45 45.50±3.42 49.01±2.36 42.25±2.33 49.26±2.38 72.25±13.15 69.85±10.20 71.35±13.24 71.85±12.16 

t - 1.790 0.106 13.302 0.273 3.259 5.662 4.525 5.903 

P - 0.077 0.916 0.001 0.786 0.002 0.001 0.001 0.001 
 
3 讨论 
临床上，缺血性脑卒中康复训练存在一定个体

差异性，与患者脑卒中发病区域以及病变程度有关。

若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病变程度较轻，其康复训练通

常包括平衡功能训练、精细动作功能训练、以及局

部理疗缓解肌肉痉挛为主；若患者脑卒中病情较重，

则一般以生物电刺激恢复肌肉运动能力以及功能、

功能体位摆放等康复锻炼为主，辅助以手法按摩，

避免肌肉废用性萎缩、关节僵硬，必要时可进行床

旁自行车等被动运动锻炼[6-7]。 
循证护理能提高护理工作质量，遵循科学的证

据，从而制订出科学的预防对策和措施，达到预防

疾病、促进健康和提高生命质量的目的[8]。与常规

护理干预相比，循证护理实施“以疾病为中心”的

护理模式，开展“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工作，利

用科学、综合、针对性的护理措施，满足患者的需

求，提高护理人员的综合能力和操作技术，降低脑

卒中相关并发症的发生，提高其生活质量，极大程

度的促进护理质量的提高。王莎莎[9]的研究报道，

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循证护理方案可有效改善患者神

经缺损功能、日常生活能力及运动功能，有助于改

善预后。郭苗苗[10]的研究表明，循证护理应用于缺

血性脑卒中，可改善患者运动功能，增强日常生活

能力，促进预后改善，预防并发症。本研究结果显

示，观察组患者肢体功能和生活质量均有显著改善。

表明该护理模式应用有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循证护理在缺血性脑卒中康复护理

中应用效果显著，可改善其功能恢复，促进患者身

心的健康发展，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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