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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护理干预在改善脑梗死后患者日常生活能力和认知功能中的应用效果 

宋明霞，彭丽鲜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〇医院康复医学科  云南昆明 

【摘要】目的 分析和研究运用康复护理干预方式对改善脑梗死后患者日常生活能力和认知功能起到的效果以

及作用。方法 本次实验时间为 2022 年 5 月至 2023 年 5 月，实验对象为该时间段在本院收治脑梗死患者 70 例。

总结所有患者临床资料，并进行系统录入和划分完成对比小组的建立，分组依据平均原则，每个小组分得 35 患

者。其中一组命名为对照组，使用常规护理方式，而另一组命名为观察组，应用延续性护理方式。针对护理期间

应用的方法具有差异，所以也会产生不同效果，因此应该对临床护理效果进行对比，通过对比了解不同护理方式

起到的效果和作用。结果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观察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认知功能评分也优于对照组

（P＜0.05）。结论 对脑梗患者进行康复护理干预能够帮助其提升自我日常生活能力，也能改善患者认知，所以值

得在临床实践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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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effect of rehabilitation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improving daily living ability 

and cognitive function of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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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and study the effect of rehabilitation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improving the daily 
living ability and cognitive function of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Methods This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from 
May 2022 to May 2023, and the experimental subjects were 70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during this period. Clinical data of all patients were summarized, and systematic input and division were carried out to 
complete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parison groups, which were divided into 35 patients in each group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average. One group was named the control group and used the usual care, while the other group was named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used the continuous care.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methods applied during the nursing period, 
so there will be different effects, so the clinical nursing effects should be compared, and the effects and roles of different 
nursing methods should be understood by comparison. Results 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 and cognitive function score of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Rehabilitation nursing intervention for 
cerebral infarction patients can help improve their ability of daily life and improve their cognition, so it is worth applying 
in cli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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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脑梗死在临床实践中极为常见，常在老年人群中

出现。该疾病发生原因主要是由于局部脑组织血液供

应发生障碍，进而导致脑组织缺血缺氧性病变坏死。脑

梗死疾病的出现会对患者身体产生严重损伤，如果不

能在合理时间内完成救治，也会威胁患者生命安全。当

患者患有脑梗死疾病时虽然在合理时间内完成治疗能

够实现生命安全保障，但在多种因素影响下，一些患者

的日常生活能力和认知能力也会受到极大影响，所以

应该通过护理干预来改善患者这些不良问题。基于此，

为了实现患者生活质量的提升，应该给予患者有效护

理。以往常规护理方式的应用具有单一性和固定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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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告知家属患者日常生活中的注意事项，所以应用

中无法实现患者认知功能的提高。康复护理干预方式

能够尽早地为患者实施康复训练干预，从训练中能够

最大程度恢复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和认知功能，所

以值得在临床实践中应用。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2 年 5 月-2023 年 5 月本院收治脑梗死患

者进行分析。将康复护理干预的应用作为主要分析目

标，采用计算机纳入和分组的方法统计两组患者的资

料后平均划分两个小组，分别为研究组和参照组。康复

护理干预应用于观察组患者的护理，常规护理方法应

用于对照组患者的护理，两组患者各划分 35 例。 
对照组：由 17 例女性和 18 例男性组成，平均年

龄的计算通过最小年龄 47 岁及最大年龄 76 岁的方法

完成，得出（55.48±1.69）岁。 
观察组：由 16 例女性和 19 例男性组成，平均年

龄的计算通过最小年龄 48 岁及最大年龄 77 岁的方法

完成，得出（57.58±1.01）岁。 
纳入标准：发病前无认知、肢体障碍，意识清醒。

排除标准：非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存在恶性肿瘤疾病。

两组患者的相关资料进行分析发现无明显的差异（P＞
0.05）。 

1.2 方法 
对照组应用常规护理方式，主要内容是要求护理

人员做好患者身体状况的观察，并告知患者多种药物

使用的方式和注意方式。 
观察组患者应用康复护理干预方式，主要内容有

以下几点： 
（1）心理康复 
患有脑梗死疾病的大部分都是老年人，这些患者

在疾病因素和其他因素影响下心理会出现多种不良情

绪，由于患者心理状况与其身体恢复情况有着直接的

联系，所以为了实现患者身体运动功能以及认知功能

的快速康复，也应该改善其心理状况。这就要求护理人

员了解患者疾病状况、个人情况，之后再根据了解的内

容对其进行恰当的心理疏导，以此通过安慰、支持、心

理疏导让患者放下心理负担并提高护理配合度。其次，

护理人员也应该向患者讲解康复锻炼对提升自身运动

能力和认知功能带来的重要作用，这样能够让患者以

平和的心态接受治疗[1]。 
（2）基础护理 
由于脑梗死会对患者身体产生多种创伤，所以治

疗后患者需要长时间卧床休息。在卧床休息时为了避

免多种不良问题出现，应该合理调整患者体位，一般情

况下会让患者上肢保持伸展位，下肢保持屈曲位，如果

患者为急性脑梗死在体位护理时应该让其保持仰卧位。

长时间卧床休息会提升压疮、血栓和肌肉僵硬等问题

发生，基于此，在患者卧床休息时护理人员应该定期对

患者进行肢体按摩。 
（3）日常生活训练 
不同患者疾病程度和身体恢复状况不同，所以在

日常生活训练之前护理人员应该对患者的日常生活能

力进行评估，通过评估了解患者是否能够正式进行训

练，之后再根据患者实际情况制定训练方案。为了避免

意外情况，训练时应该遵循由易到难、由简到繁的原则。

锻炼初期可以让患者伸直四肢，并适当的进行弯曲和

抬高运动，当患者能够熟练完成这项运动时就能让患

者站立行走，并指导其进行不同角度的坐位。锻炼时锻

炼强度也应该逐渐地增加，以此才能保障训练效果。除

此之外，日常生活中也可以指导患者进行自主穿衣、穿

鞋、刷牙等，这些活动都能提升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2]。 
（4）认知能力训练 
在认知能力训练时也应该像日常生活训练一样，

遵循由简到繁、由易到难的原则。锻炼的初期护理人员

可以指导患者认识一些拼音、也能教患者认识一些色

彩，当患者熟练掌握拼音时再进行认字学习。当患者能

认识简单的文字就能让其看图或者是读简单的文章。

训练过程中护理人员也可以经常与患者交流，以此从

交流中提升其认知能力。为了让患者的心情始终保持

愉快、放松，每锻炼一段时间都可以为患者播放音乐，

并让患者适当休息。为了提升认知训练趣味性，也可与

患者展开一些益智游戏，如看字认字、看图识字、拼图

等，这些方式的应用不但能够避免患者产生的排斥心

理，也能让患者在锻炼中始终保持愉快、轻松的心情。 
1.3 观察指标 
（1）两组患者护理后对其生活质量进行评价，采

用包含 4 个项目（躯体功能、心理功能、日常活动功

能、社会活动功能）的 GQOL-74 评价，每个项目总分

100 分，得分越高说明患者的生活质量越好。 
（2）以两组患者护理后认知功能评分为观察指标，

采用简易精神状态量表（MMSE）和韦氏成人记忆量表

（WMS）进行评分，得分越高说明患者精神状况以及

记忆能力越好，因此护理干预起到的效果越好。 
1.4 统计学处理 
以 SPSS26.0统计软件包来对本次实验结果实施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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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处理。计数资料和计量资料为实验中的主要内容，

前者用例数和百分比率表示，组间比较用 χ2 检验，后

者用（x±s）标准差表示，组间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比较。

如果结果 P<0.05，则表示有研究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对比 

通过表一数据可知，观察组患者躯体功能、心理功

能、日常活动能力以及社会活动能力等评分均高于对

照组（P＜0.05）。 
2.2 两组患者认知功能评分对比 
通过表二数据可知，观察组患者 MMSE 评分和

WMS 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 

表 1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对比（x±s） 

组别 例数 躯体功能 心理功能 日常活动功能 社会活动功能 

对照组 35 62.56±1.20 60.12±1.13 64.51±0.69 63.15±1.61 

观察组 35 75.64±2.21 72.62±1.69 78.61±2.29 75.51±2.09 

t 值  10.067 10.022 11.627 10.917 

P 值  ＜0.05 ＜0.05 ＜0.05 ＜0.05 

表 2  两组患者认知功能评分对比（x±s） 

组别 例数 MMSE 评分 WMS 评分 

对照组 35 19.41±2.62 66.12±2.15 

观察组 35 25.61±2.85 75.69±2.98 

t 值  10.927 10.992 

P 值  ＜0.05 ＜0.05 

 
3 讨论 
当前社会发展中，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和老

龄化进程的加快，患有脑梗死疾病的人数越来越多。脑

梗死具有较高的致残率和致死率，即使通过有效方式

挽回了患者的生命，但也会导致患者的自理能力和认

知能力缺失。 
该疾病对患者自理能力和认知能力带来的损害并

不是不能挽回的，具有重新组织能力及可塑性，所以为

了实现患者日常生活能力和认知功能的提高应该为其

实施相应的护理干预，从护理干预中实现患者身体状

况的改善。 
有相关研究表明，在脑梗死患者发病后的半年内

进行训练和锻炼，能够实现神经功能的有效恢复，而康

复护理方式应用中能够根据患者疾病情况、身体状况

来制定相应的康复护理方案，所以能够从日常生活训

练和认知能力训练中提升其的日常生活能力以及认知

能力[3]。 
综上所述，对脑梗死后患者进行康复护理干预能

够提升其日常生活能力和认知功能，所以值得在临床

实践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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