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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对中青年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负性情绪的影响观察 

李红梅 

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  广东深圳 

【摘要】目的 探究中青年缺血性脑卒中患者采取心理护理对其负性情绪的影响。方法 将本院在 2021 年 2
月-2022 年 2 月期间收治的 56 例青年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为研究对象。通过采取随机数字表法将上述患者分为 2
组，即为参考组和实验组。其中参考组行常规护理，实验组在上述基础上采取心理护理，每组 28 例。以焦虑、

抑郁评分、治疗依从性及满意度评价两组效果。结果 实验组焦虑、抑郁评分低于参考组（P＜0.05）。实验组治

疗依从性高于参考组（P＜0.05）。实验组满意度高于参考组（P＜0.05）。结论 中青年缺血性脑卒中患者采取心

理护理有助于缓解患者的负面情绪，提升其治疗依从性，为此患者较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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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ients with ischemic stroke 

Hongmei Li 

The Sevent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 sen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psychological care on negative emotions in middle-aged and young 
patients with ischemic stroke. Methods 56 young ischemic stroke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21 to 
February 2022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subjects. The abov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y using a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namely the reference group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reference group received routine care,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psychological care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 with 28 cases in each group.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two groups based o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ores, treatment compliance, and satisfaction. Results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ore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The 
treatment complianc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The satisfaction level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Conclusion Psychological care for middle-
aged and young patients with ischemic stroke can help alleviate their negative emotions and improve their treatment 
compliance, which makes them more satisfied. 

【Keywords】Ischemic stroke in middle-aged and young people; Psychological care; Negative emotions; Treatment 
compliance; Satisfaction 

 
脑卒中是一种具有极高发病率和致残率的神经系

统疾病，目前已成为严重威胁我国中青年群体生命安

全的关键性疾病[1]。中青年脑卒中主要指的是年龄小于

59 岁的患者，其疾病类型通常分为缺血性和出血性两

大类。在过去的几年中，由于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和不

健康的生活方式，中青年缺血性脑卒中的患者数量呈

现出持续上升的态势。目前，对于这种疾病的治疗手段

主要是药物和手术，但从临床经验来看，药物疗法更容

易得到患者的接受和认同。此外，部分患者对其所患的

疾病了解不足，担心长时间使用药物可能导致多种不

良反应，因此在药物治疗过程中，其可能会频繁地感到

排斥。这种做法无疑提高了治疗复杂性。在治疗过程

中，为患者提供心理护理的干预手段，不仅可以提高临

床治疗的效果，还能有效地缓解患者的负面情绪，确保

其能够积极地与护理人员合作[2]。为此，将本院在 2021
年 2 月-2022 年 2 月期间收治的 56 例青年缺血性脑卒

中患者为研究对象。探究中青年缺血性脑卒中患者采

取心理护理对其负性情绪的影响。 

https://cn.oajr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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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基础资料 
将本院在 2021 年 2 月-2022 年 2 月期间收治的 56

例青年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为研究对象。通过采取随机

数字表法将上述患者分为 2 组，即为参考组和实验组。

其中参考组行常规护理，实验组在上述基础上采取心

理护理，每组 28 例。 
其中参考组男、女分别为 15 例、13 例，年龄 25-

57 岁，均值范围（45.43±3.23）岁。实验组男、女分

别为 16 例、12 例，年龄 26-58 岁，均值范围（45.43±
3.21）岁。 

两组资料对比差异小（P＞0.05）。 
1.2 方法 
1.2.1 参考组 
此组采取常规护理，即为患者进行各项指标检测，

给予其饮食干预、药物指导、生活护理及相关知识讲解

等。 
1.2.2 实验组 
此组在上述基础上采取心理护理，方法详见下文： 
（1）建立信任关系：首先，医护人员需要与患者

建立信任关系，这有助于患者敞开心扉，分享其的担忧

和恐惧。 
（2）提供情绪支持：中青年脑卒中患者可能会感

到沮丧、焦虑或恐惧。医护人员需要耐心倾听其感受，

提供情绪支持，帮助其面对和处理这些情绪。 
（3）解释病情和治疗方案：医护人员需要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向患者解释他们的病情、治疗方案以及可

能的风险和预后。这有助于患者更好地理解自己的状

况，从而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4）鼓励积极应对：鼓励患者保持积极的态度，

参与康复治疗和训练。医护人员可以通过正面激励、设

定可实现的目标等方式来帮助患者保持积极的心态。 
（5）提供心理教育：医护人员可以向患者提供心

理教育，帮助其了解如何应对压力、管理情绪以及提高

自我认知。这有助于患者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 
（6）家庭和社会支持：鼓励患者的家人和朋友提

供支持和关心，同时寻求社区资源，如康复中心、心理

咨询等，以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1.3 观察指标 
1.3.1 负面情绪 
采取 SDS、SAS 量表对两组焦虑、抑郁情况进行

评价。分数越高，则负面情绪越严重。 
1.3.2 治疗依从性 
对两组治疗依从性采取自制依从问卷表进行了

解。等级为完全依从、部分依从及不依从。计算方法：

（完全依从+一般依从）/总例数×100%。 
1.3.3 满意度 
使用自制满意度问卷表，对两组满意度情况予以

了解。等级为非常满意、一般满意及不满意。计算方法：

（非常满意+一般满意）/总例数×100%。 
1.4 统计学方法 
研究所得到的数据均采用 SPSS 23.0 软件进行处

理。（ x ±s）用于表示计量资料，用 t 检验；（%）用

于表示计数资料，用（χ2）检验。当所计算出的 P＜0.05
时则提示进行对比的对象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2 结果 
2.1 焦虑、抑郁评分比较 
表 1 显示，护理前比较，两组差异小（P＞0.05）。

实验组焦虑、抑郁评分低于参考组（P＜0.05）。 
2.2 治疗依从性比较 
表 2 显示，实验组治疗依从性高于参考组（P＜

0.05）。 
2.3 护理满意度比较 
实验组护理满意度为 93.10%（27/29）：非常满意

17 例，一般满意 10 例，不满意 2 例。参考组护理满意

度为 72.41%（21/29）：非常满意 14 例，一般满意 7
例，不满意 8 例。χ2检验值：（χ2=4.383，P=0.036）。

实验组实验组满意度高于参考组（P＜0.05）。 

表 1  焦虑、抑郁评分比较（ sx ± ） 

组别 例数 焦虑（分） 抑郁（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实验组 28 43.65±2.31 26.53±3.24 45.75±2.78 27.84±3.45 

参考组 28 43.54±2.17 37.64±2.87 44.72±3.26 38.76±4.56 

t - 0.183 13.582 1.272 10.105 

P - 0.855 0.001 0.208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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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治疗依从性比较[n,(%)] 

组别 例数 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 不依从 治疗依从性（%） 

实验组 28 18（64.29%） 11（39.29%） 1（3.57%） 96.43%（27/28） 

参考组 28 12（42.86%） 9（32.14%） 7（25.00%） 75.00%（21/28） 

χ2 - 2.584 0.311 5.250 5.250 

P - 0.108 0.577 0.022 0.022 

 
3 讨论 
中青年缺血性脑卒中，也被称为中青年脑梗死，是

一种由于脑部血液供应障碍导致的缺血缺氧，进而引

发局限性脑组织的缺血性坏死或脑软化现象的脑血管

疾病[3]。这种现象通常是由于动脉粥样硬化、心源性脑

梗死、长期高血压病引起的小动脉闭塞等原因造成的
[4]。此外，还有一些较少见的原因，如动脉炎、纤维肌

发育不良、动脉夹层、烟雾病、静脉或静脉窦血栓形成，

以及血小板增高、红细胞增多症、镰状细胞病、红细胞

增多症高凝状态等也可能导致缺血性脑卒中。 
对于中青年患者来说，他们往往面临着更大的心

理压力和社会压力，因此更容易出现负面情绪。这些负

面情绪主要包括焦虑、抑郁等。焦虑情绪可能源于对疾

病的不了解、对未来的恐惧以及对治疗过程的担忧等。

抑郁情绪则可能由于脑卒中导致的身体功能障碍、生

活自理能力下降、社会角色转变等因素引发。这些负面

情绪不仅会影响患者的心理健康，还可能进一步影响

他们的治疗效果和康复进程[5]。为了有效应对这些负面

情绪，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实验

组焦虑、抑郁评分低于参考组（P＜0.05）。实验组治

疗依从性高于参考组（P＜0.05）。实验组满意度高于

参考组（P＜0.05）。提示心理干预效果相比较常规护

理更好，笔者认为，通过专业的心理评估和干预，患者

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接受自己的情绪，学习有效的情绪

调节技巧，从而减轻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的影响。这

不仅有助于患者的心理健康，还可以提高他们的生活

质量[6]。通过心理护理干预，患者可以更好地理解治疗

的重要性，增强对治疗的信心，从而更积极地配合治疗

和康复训练[7]。经心理护理干预，患者可以感受到医护

人员的关心和支持，增强对治疗和护理的信任感。同

时，心理护理干预还可以帮助患者建立积极的生活态

度，提高自我认知，从而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压

力，从而提高患者的满意度[8]。 

综上所述，中青年缺血性脑卒中患者采取心理护

理有助于缓解患者的负面情绪，提升其治疗依从性，为

此患者较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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