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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服务在老年性脑梗塞护理中的应用探讨

冯 梅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医院神经内一科 上海

【摘要】目的 探讨在老年性脑梗塞护理中应用优质护理服务的临床效果。方法 采用 2021年 9月-2022年 9
月我院收治的 81例脑梗塞患者，随机分组对其中 40例患者实行常规护理列为对照组，另外 41例实行优质护理

服务的为观察组，对两组患者的肢体功能评分、生活质量评分及不良心理状态进行评估比较。结果 与对照组相

较，观察组患者的肢体功能评分更优，生活质量评分更高，不良心理状态评分较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老年性脑梗塞护理中应用优质护理服务效果较佳，有效改善患者肢体功能，提高生活质量，改善

心理状态，应用价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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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high-quality nursing services in elderly cerebral infarction nursing

Feng Mei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Shanghai Pudong New Area People's Hospital, Shanghai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applying high-quality nursing services in the care of elderly
cerebral infarction. Method 81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September 2021 to
September 2022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of 40 patients who received routine care,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of 41 patients who received high-quality nursing services. The limb function scores, quality of life scores, and
adverse psychological states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evaluated and compared. Result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better limb function scores, higher quality of life scores, and lower scores for
adverse psychological states,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high-quality nursing services in elderly cerebral infarction nursing has a better effect, effectively improving patient limb
function, improving quality of life, improving psychological status, and has high appl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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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梗塞在心脑血管疾病的临床中极为常见，多见

于老年人群，临床表现以脑组织缺血、缺氧、坏色为

主，其中 70%以上为急性病症，对患者的生命危害性

极大[1]。早期患者意识处于清醒状态，而随着疾病的发

展，引发意识障碍、肢体功能异常，逐渐表现为瘫痪、

昏迷，甚至死亡，增加临床治疗难度，且在获得良好

治疗的患者中，也会存在较为明确的临床并发症或后

遗症，因此导致影响了整体治疗效果，对患者后续生

活质量、心理状态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及时有效地临

床治疗在此极为重要，近年来为提高临床护理质量，

优质护理在各大疾病的护理中应用较为广泛[2-3]。本文

主要针对老年脑梗塞患者实行优质护理服务分析具体

的临床效果，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采用 2021年 9月-2022年 9月我院收治的 81例脑

梗塞患者，随机分组对其中 40例患者实行常规护理列

为对照组，另外 41例实行优质护理服务的为观察组。

其中对照组女 21例，男 19例，年龄 60～79（71.31±1.07）
岁；观察组女 20例，男 21例，年龄 60～78（70.93±1.17）
岁，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患者均自愿参与，我院伦理委员会对本研

究完全知情并批准。

纳入标准：（1）完善相关性检查并根据临床医师

确诊为脑梗塞者；（2）未合并器官病变、血液疾病者；

（3）具备基础认知能力、沟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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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标准：（1）伴有认知障碍性疾病者；（2）伴

有传染性、精神疾病者；（3）临床资料缺损。

1.2方法

1.2.1对照组实行常规护理：护理人员密切观察患

者的临床病症变化，对不良反应及时告知医师，并遵

医嘱实行干预措施，遵医嘱使用药物，与患者积极沟

通交流，对患者的心理状态变化进行关注，提醒患者

及家属临床注意事项，指导患者进行良好的生活习惯。

1.2.1观察组实行优质护理服务：（1）加强健康教

育 针对健康教育的内容应当包含疾病知识、生活习惯

对疾病的影响、后续治疗的方法作用及目的，并对生

活习惯中饮食、作息、活动、不良嗜好进行分别讲述，

由于内容较为繁杂，因此需要在临床护理中合理分配

健康教育的护理方式，可通过一对一宣教，微信、公

众号或群聊进行知识推广，推广方式可采用图片、音

频、视频等，建立患者及家属沟通模式推广，发放健

康知识手册等方式，来提高健康教育的完善性，从而

提升患者的疾病认知。（2）环境护理 保持患者的室内

环境及时消毒和清洁，对存在的异物及时清理，调节

好病房温湿度，注重患者的个人卫生情况，及时开窗

通风，保持空气清新，避免室内感染情况的发生，并

增强患者的临床舒适度。（3）心理引导 由于疾病的影

响或家庭、经济、工作等多种因素均可导致患者出现

严重的不良心理状态，而护理人员需要主动与患者及

家属进行沟通交流，充分了解患者的具体心理状态，

并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积极的实行临床干预，通过

聊天、播放音乐电视、做游戏的方式来转移患者对疾

病的注意力，在合理条件下积极满足患者的需求。并

要和家属一起做好其情感疏导。鼓励患者面对现实，

建立良好生活态度。由于该疾病康复过程漫长，家庭

生活才是患者康复重要场地。医护人员要对家属培训

相应的护理知识，让家属学会家庭护理各种知识和内

容，事实上家庭护理有效降低患者致残了，提升患者

生活质量。（4）饮食干预 保障患者每日饮食的营养丰

富性，以优质蛋白、低糖、低脂肪、高维生素、低盐

为饮食原则，可采取少食多餐，避免暴饮暴食。（5）
压疮护理 对患者的床单被套进行定期的清洁和护理，

并定期对患者的体位进行调整，对受压部位垫软垫，

定时按摩患者的四肢、背部等，并叮嘱患者家属做好

身体擦拭卫生工作。（6）并发症预防 及时对患者的呼

吸道进行清洁，通过叩背来协助患者排出痰液，对留

置尿管的患者注重膀胱部位的清洁，避免感染事件。

1.3观察指标

肢体功能评分：参照 FAC 功能性步行能力量表、

Fugl-Meyer 评定量表对患者的步行能力、下肢运动功

能及日常生活运动能力进行评估，分数越高表示肢体

功能越好。

生活质量评分：参照 SF-36 生活质量评估量表对

患者出院后的生活质量进行评估，评分标准 0～100分，

分数越高表示生活质量越高。

不良心理状态：参照 SDS、SAS 评分量表对两组

患者的不良心理状态进行评估比较。

1.4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 SPSS21.0软件中分析，计量资料比较

采用 t 检验，并以（χ±s）表示，率计数资料采用χ2

检验，并以率（%）表示，（P<0.05）为差异显著，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两组肢体功能评分比较

与对照组相较，观察组患者的肢体功能评分更优

（P＜0.05），见表 1。
2.2两组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与对照组相较，观察组生活质量各项指标评分均

更优（P＜0.05），见表 2。

2.3两组不良心理状态评估

SDS：观察组（31.74±3.95）VS对照组（42.69±5.31），
t=13.687，P=0.001（P＜0.05）；SAS：观察组（30.95±3.89）
VS对照组（42.93±5.47），t=12.936，P=0.001（P＜0.05）。

3 讨论

脑梗塞又称脑梗死，属于脑血管病变中常见疾病，

在老年人群中多发，疾病具有发病急促，且无发病前

兆，因此突发疾病给患者的身心造成了巨大影响，发

病后造成脑组织缺血缺氧性坏死，严重危及患者脑部

功能及神经功能，也是致残的主要因素，目前脑梗塞

可分为小动脉闭塞、大动脉粥样硬化、心源性栓塞及

不明确型，不同的疾病类型其治疗方法存在一定差异。

而无论针对哪类型脑梗塞治疗后均需要实行临床护理，

来进一步保障患者的生命健康[4]。

常规护理主要针对病情进行监测，加之护理工作

的繁杂性，因此在临床中最终护理效果无法达到理想

状态，而患者术后感染、压疮、血栓栓塞、吸入性肺

炎等多种不良反应均有极高的危险因素，因此有效的

临床干预在此极为重要[5]。优质护理是为了满足临床护

理需求而实行的一种护理干预方式，在诸多疾病的临

床护理中均获得了较为理想的应用效果[6]。在本次研究

中，主要通过对老年脑梗塞患者实行优质护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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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明确表示优质护理服务的观察组在肢体功能评分

上更高，表示通过优质护理能够促进肢体功能的恢复，

在临床生活质量评分上更高，表示优质护理有效提高

患者的生活质量，且心理不良状态评分上较低，明确

表示优质护理能够改善患者心理状态。分析其原因主

要由于优质护理通过加强健康教育、心理引导、环境

护理、并发症预防、压疮护理等多种护理方式，将临

床护理做到优质，及时性采用对应护理来改善脑梗塞

患者临床的不良情况，对不良情绪采用心理引导，通

过环境护理增强患者的临床舒适度，对并发症积极预

防等提高整体护理质量，从而更利于患者的临床恢复，

降低相关性风险，保障患者的生命健康及生活质量[7-9]。

在吴苗苗[10]等人的研究中，通过对 78例老年脑梗塞患

者实行优质护理干预与常规护理相比较，结果表示实

行优质护理的患者在护理质量评分上较高，生活能力

水平上更高，能够有效地提高护理质量及患者自我生

活能力，具有较佳的临床应用效果。

综上所述，老年性脑梗塞护理中应用优质护理服

务效果较佳，有效改善患者肢体功能，提高生活质量，

并改善不良心理状态，利于促进患者机体的恢复，应

用价值高。

表 1 两组肢体功能评分比较（χ±s）

组别 例数 步行能力 下肢运动功能 日常生活运动能力

观察组 41 3.64±0.64 27.56±5.83 49.86±6.84

对照组 40 2.32±0.49 19.68±4.39 39.67±5.63

t - 6.746 7.132 5.359

P - 0.001 0.001 0.001

表 2 两组生活质量评分比较（χ±s）

各项生活质量指标 观察组（n=41） 对照组（n=40） t值 P值

机体功能 81.97±6.53 74.16±5.82 4.169 0.011

躯体疼痛 82.76±6.85 71.54±5.96 5.357 0.003

心理状态 84.79±8.53 72.19±6.84 6.786 0.001

社会功能 83.79±7.19 73.69±7.38 5.163 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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