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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早期康复护理对老年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肢体功能恢复 

和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研究 

安芳经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甘肃兰州 

【摘要】目的 实验将针对老年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进行超早期康复护理，进一步改善患者的肢体功能，

致力于患者生活质量的提升，以及病情的有效控制。方法 研究筛选出了一共 126 例老年缺血性脑卒中患者

为对象，都于 2021 年 1 月至 2021 年 12 月进入本院治疗，以平行对照法为原则分组。对照组为常规护理模

式，观察组患者实施超早期康复护理，对比治疗成果。结果 从数据可见，观察组患者在护理后，可见卒中

影响量表 SIS 评分结果优于对照组，对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此同时，在 NIHSS 评分中，可

见观察组患者得分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最后，在肢体功能 FMA 量表中，可见观察组患者

的恢复情况较好，和对照组相比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采用超早期康复护理对于老年缺血性脑

卒中患者的康复治疗效果显著，可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同时促进了肢体功能的恢复和神经系统的改善，

值得在继承借鉴中发展。 
【关键词】超早期康复护理；老年缺血性脑卒中；肢体功能恢复；日常生活能力；神经缺损程度 

 

Influence of ultra-early rehabilitation nursing on limb function recovery and daily living ability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ischemic str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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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experiment will provide ultra-early rehabilitation nursing for elderly patients 
with ischemic stroke, further improve the limb function of the patients, and striv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patients and the effective control of the disease. Methods: A total of 126 elderly patients with ischemic stroke 
were screened out in the study, and they were all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or treatment from January 2021 to 
December 2021, and were grouped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parallel control. The control group was in the 
routine nursing mode,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ultra-early rehabilitation nursing, and the treatment 
results were compared. Results: It can be seen from the data that after nursing, the SIS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comparison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NIHSS score,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scores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Finally, in the FMA scale of limb function,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recovery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patients is better, and the difference is significant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Conclusion: The use of ultra-early rehabilitation 
nursing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rehabilitation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ischemic stroke, which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patients, and at the same time promote the recovery of limb functio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nervous system, which is worthy of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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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血性脑卒中，属于发生率较高的脑血管疾病。

该疾病具有较高的致死率和致残率，患者在患病之

后往往有不同情况的肢体障碍情况，或者伴有语言

障碍，感觉障碍，由此陷入极度的焦虑和恐慌之中，

面对疾病缺乏治疗信心，甚至不能坚持康复训练，

不仅导致个人病情康复效果差，也为家庭社会造成

了较大的负担[1]。由此我们要对这一类患者加强超

早期康复护理，帮助其改善肢体功能，恢复日常生

活能力，具有更多的对疾病的信心，能够配合医护

人员开展对应的训练和治疗。鉴于此，研究筛选出

了一共 126 例老年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为对象，都于

2021 年 1 月至 2021 年 12 月进入本院治疗，以平行

对照法为原则分组。现对调研情况汇报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筛选出了一共 126 例老年缺血性脑卒中患

者为对象，都于 2021 年 1 月至 2021 年 12 月进入本

院治疗，以平行对照法为原则分组。其中观察组男性

33 例，年龄区间保持在 61 到 79 岁，均值（68.63±4.72）
岁；女性 30 例，年龄区间保持在 62 到 78 岁，均值

（67.51±4.93）岁。对照组男性 34 例，年龄区间保持

在 61 到 76 岁，均值（68.79±4.12）岁；女性 29 例，

年龄区间保持在 62 到 76 岁，均值（67.31±4.59）岁。

客观比较上述每组资料，达到研究标准，P＞0.05，
无统计学意义。本次实验排除蛛网膜下腔出血、心力

衰竭者、存在严重认知障碍的患者。 
符合缺血性脑卒中的患者群体，在沟通过程中，

针对具体涉及到疾病管理的重要性、疾病治疗方法、

方案的优势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通过对以上四个

方面的说明与患者保持良好沟通，并且进行书面文

件的签署，确保患者对接下来的治疗、护理措施具

有知情权。 
1.2 实验方法 
对照组为常规护理模式，在患者入院后为其进

行疾病情况的说明以及采取哪些治疗措施康复措

施，针对患者的用药和日常饮食进行指导和建议。

针对患者提出的治疗疑问进行解答。 
观察组患者实施超早期康复护理，首先要确保

患者生命体征平稳，随后进行康复训练，在训练上

向内容较多如穴位按摩，上下肢活动以及必要的功

能训练。在入院的 12~24 小时，要针对患者的心肺

功能耐力体力情况进行了解。在 24~72 小时，患者

的生命体征平稳下，可协助患者进行四肢的被动训

练[2]。以防止机械性损伤以及以患者耐受程度为限。

在训练过程中需要对肢体进行摆放，如在仰卧位下

可以使用垫子作为骨盆的支撑，防止骨盆后缩或者

上台，同时可以在膝盖下放上一个软垫，保持膝盖

屈曲状态。在上下肢关节活动中要进行肩关节的外

展和内收以及肘关节的屈曲和伸展，同时还要注意

腕关节和手指关节的伸展。除此之外，还可以对髋

关节进行运动，同样包括了外展、外旋、屈曲等，

每次运动时间在 10~20 分钟，同时可为患者提供穴

位按摩服务，主要选择足三里，阴陵泉，命门穴，

曲池穴，合谷穴等。在按揉应当从上到下，每次 20
分钟，每天两次。在功能训练中，主要是日常生活

中的训练，如独自穿衣、进食、大小便等，同时可

为患者提供平衡训练，坐位训练以及结合爬楼梯来

进行耐力改善。最后，还可以指导患者进行桥式运

动，侧面移动，翻身坐起等等主动活动[3]。 
1.3 评价标准 
本次实验需要进行治疗效果的分析，可采用

NIHSS 量表，针对患者的神经缺损程度进行评分，

同时在生活质量中可结合卒中生活质量量表来进行

整体情况的评估，以得分高者，生活质量良好。此

外还应当对患者的运动功能进行评价，此时结合

FMA 量表，以百分制为基础，得分告知，这说明运

动能力水平恢复较好。 
1.4 统计学方法 
用 EXCEL 2007 for windows 建立数据库，患者

的信息确认无误后，所有数据导入 SPSS22.0 for 
windows 做统计描述以及统计分析。计数单位采

用%进行表示，计量数据采用（x±s）来进行表示。

p＜0.05 为有统计意义。 
2 结果 
就数据中看，观察组患者在护理后，可见卒中

影响量表 SIS 评分结果优于对照组，对比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如表 1 所示。 
与此同时，在 NIHSS 评分中，可见观察组患者

得分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最后，在

肢体功能 FMA 量表中，可见观察组患者的恢复情

况较好，和对照组相比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

如表 2 所示。 



安芳经                              超早期康复护理对老年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肢体功能恢复和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研究 

- 17 - 

表 1 两组护理前后 SIS 评分比较（分， x s± ） 

项目 
观察组（n=63) 对照组（n=63) 

护理前 护理 1 周后 护理 4 周后 护理前 护理 1 周后 护理 4 周后 

情绪 58.0±0.3 63.2±4.4 65.3±2.1 59.7±0.5 61.0±3.2 61.7±5.0 

力气 40.5±2.3 45.6±4.1 52.2±3.5 41.2±1.5 42.0±2.0 43.2±2.4 

ADL 42.2±3.2 45.2±5.1 48.8±3.2 42.6±2.1 42.8±4.7 43.3±2.5 

记忆与思维 73.5±3.3 74.6±2.3 77.5±2.0 72.8±1.8 73.0±1.2 73.7±2.1 

手功能 32.0±2.8 34.7±3.6 36.0±2.7 32.2±3.0 32.8±1.5 33.1±2.7 

交流 83.2±4.5 84.8±3.6 86.8±3.4 82.3±4.0 82.8±4.0 83.2±3.4 

参与 22.0±3.2 27.7±2.5 29.5±1.7 21.5±2.7 22.5±2.3 23.6±2.0 

总分 351.4±31.6 375.8±33.9 396.1±36.2 352.3±33.0 356.9±30.9 361.8±25.2 

表 2 两组患者 NIHSS 评分以及 FMA 量表对比分析（x±s，分） 

组别 
NIHSS 评分 FMA 量表 

治疗前 治疗后三个月 治疗前 治疗后三个月 

对照组（n=63） 40.45±4.78 28.65±6.90 51.23±2.34 61.23±2.89 

观察组（n=63） 40.60±4.21 15.63±5.61 51.02±2.10 70.22±3.92 

t 0.035 5.546 0.675 14.357 

p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超早期康复护理对于具体性脑卒中患者的康复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当下我国老龄化社

会趋势明显，且脑卒中患者人数增加，甚至具有年

轻化趋势。在该疾病之后，患者由于脑组织缺血缺

氧而导致病变，对神经功能造成损伤，在脑梗死发

生之后，有超过 60%以上的患者由此出现残疾，生

活缺乏自理，而导致生活质量全面下降[4]。为此我

们应当重视患者的康复护理，在生命体征平稳后的

24~72 小时实施专业康复指导，通过超早期康复训

练来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促使神经功能有所改善
[5]。 

超早期康复训练的作用在于帮助患者改善神经

功能，特别是对于有偏瘫的患者，由于神经功能退

化会导致其感觉功能弱化，行动能力弱化。由于神

经系统受损在一段时间内是具有可恢复性的部分，

神经细胞具有再生的能力，可对其功能结构进行重

组。有临床研究指出[6]，患者患病后的三个月也是

实现康复训练的最佳时期，此时有助于促进神经细

胞产生新的突出，由此建立侧支循环。在康复措施

中可以通过被动活动主动活动来防止关节变形，在

仰卧位下放置软枕进行屈曲运动，能够防止伸肌痉

挛[7]。同时一定要注意不要将厚重的被子压在患者

的足部，导致末端血液回流障碍。在穴位按摩下也

能够促进血液循环，不断的将感觉冲动输入到中枢

神经，具有促进神经功能恢复的效用。 
超早期康复护理的实施有助于患者生活质量的

改善。具体可以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该护

理模式下，患者的心态能够得到重新建立，对治疗

有信心，并且针对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具有做防护

意识，如深静脉血栓和肌肉萎缩，在改善肢体运动

功能的过程中，更好的配合医护人员的建议。其次，

在实施期间能够加快新陈代谢，促使机体再生神经

元[8]。在上下肢的运动中促使相应肌群得到改善，

在运动反应中得到刺激，也有助于肢体功能的改善。

在实施康复运动下能够降低并发症几率，同时也有

助于患者日常生活能力的提升，包括了语言功能，

日常行为等等。超早期康复护理的应用，对于老年

患者也有一些特殊的地方，如患者伴有神经功能恶

化或者严重脑水肿，心肺功能不全则并不适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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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之前，一定要关注患者有无禁忌症[9]。 
本研究结果显示，护理后两组患者 NIHSS 评分

以及 FMA 量表对比评分均高于治疗前，且观察组

在生活质量中高于对照组，提示超早期康复护理对

老年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指导效果显著。特别是在

当下，仍然存在护患关系紧张的情况，特别是对于

老年患者其属于特殊群体，在患病后往往需要家属

的陪伴，然而老年患者的情绪更加不稳定。有部分

患者存在抗拒治疗的情况，这就需要护理人员做好

工作，能够耐心地为患者讲解早期康复护理的重要

性，明确康复形式。在调研其他学者的研究中[10]，

我们认为缺血性脑卒中的发病率首先具有上升趋

势，同时从治疗上看，超早期阶段患者脑细胞并未

完全死亡，会存在可逆性缺血发展为不可逆性梗死

的情况。中枢神经系统具有可塑性，通过对患者的

康复指导能够实现功能重建并改善机体运动协调能

力。随着对器官损伤的修复以及脑部侧支循环的建

立，有助于缩小梗死面积改善预后。超早期康复护

理的应用，能够为患者提供全面的舒适的细致的会

议服务，也能够结合患者的个人情况来进行对应调

整。不论是主动运动还是被动运动，都能够促使其

肌群运动，提升细胞兴奋性，患者的生活自主能力

提升，自主参与治疗的意愿也会提升。 
综上所述，采用超早期康复护理对于老年缺血

性脑卒中患者的康复治疗效果显著，可改善患者的

生活质量，同时促进了肢体功能的恢复和神经系统

的改善，患者的接纳度高，值得在继承借鉴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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