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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早期护理对基底节脑出血肢体偏瘫患者的应用效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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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超早期护理对基底节脑出血肢体偏瘫患者的生活自理能力、运动功能、抑郁焦虑状况以

及护理依从率的影响效果。方法 采用对照研究设计，对照组（n=28）接受常规护理，观察组（n=28）在此基础

上，实施超早期护理。结果 护理后，观察组患者生活自理能力、运动功能恢复均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抑

郁焦虑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患者的生理状态、心理状态、躯体功能和社会交往等生活质量评

分均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患者护理依从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结论 对基底节脑出血肢

体偏瘫患者实施超早期护理能够显著提高其生活自理能力和运动功能，缓解其抑郁焦虑情绪，提高生活质量，且

患者对护理的依从性较好，具有显著的应用效果，值得在临床护理中推广应用。 
【关键词】超早期护理；基底节脑出血；肢体偏瘫；护理依从率；生活自理能力 
【基金项目】新疆神经系统疾病研究重点实验室科研项目（项目编号：XJDX1711-2217） 
【收稿日期】2024 年 8 月 16 日    【出刊日期】2024 年 9 月 29 日   【DOI】10.12208/j.jacn.20240376 

 

Study on the effect of ultra-early nursing on hemiplegia patients with basal ganglia cerebral hemorrh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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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ultra-early nursing on self-care ability, motor function, depression 
and anxiety status and nursing compliance rate of patients with hemiplegia of basal ganglia hemorrhage. Methods The 
control group (n=28)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n=28) received super early nursing on this basis. 
Results After nursing, the recovery of self-care ability and motor function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P<0.05). The score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P<0.05); 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s of physiological state, psychological state, physical function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P<0.05). The nursing compliance rate of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P < 0.01).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ultra-
early nursing for patients with basal ganglia cerebral hemorrhage and hemiplegia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ir self-care 
ability and motor function, relieve their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and the patient's compliance 
with nursing is good, which has a significant application effect, and is worthy of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in clinical nursing. 

【Keywords】Super early care; Basal ganglia cerebral hemorrhage; Limb hemiplegia; Nursing compliance rate; Self-
care ability 

 
引言 
基底节脑出血是一种常见的脑血管疾病，主要是

由于高血压、动脉硬化等疾病导致脑内血管破裂出血，

其中大部分患者在出血后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肢体偏瘫。

这类疾病对患者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影响极大，而

且在护理过程中，患者往往需要长期的康复训练和日

常生活照护。然而，长久以来，传统的护理模式往往未

能有效地改善患者的生活自理能力和运动功能，也往

往对于缓解患者的抑郁焦虑情绪帮助不大，对于改善

患者的生活质量并提高护理依从率面临诸多挑战。因

此，探索新的护理方法显得十分重要。提到新的护理方

法，超早期护理无疑是近年来的研究焦点。旨在通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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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提供超早期的康复治疗，激发和发掘患者的康复

潜力，以达到提高患者康复质量的目的。然而，对于基

底节脑出血肢体偏瘫患者，超早期护理的应用效果如

何，仍需要更多实证研究来验证。为此，本研究对比研

究了 28例接受常规护理的基底节脑出血肢体偏瘫患者

和 28 例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实施超早期护理的患者，探

讨超早期护理对基底节脑出血肢体偏瘫患者的生活自

理能力、运动功能、抑郁焦虑状况以及护理依从率的影

响效果，期望我们的研究能为优化该类患者的康复护

理，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提供更有力的证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22 年 6 月到 2022 年 12 月期间同样遭

受基底节脑出血引发肢体偏瘫的 56例患者作为研究对

象。通过计算机随机法，将其平均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每组各 28 例。观察组由 15 位男性和 13 位女性组成，

年龄范围在 34-70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52.36±7.14）
岁。病程从发病到入院不超过 24 小时，平均病程为

（14.72±2.96）小时。对照组由 14 位男性和 14 位女性

组成，年龄范围也在 34-70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52.58±7.01）岁。其病程也从发病到入院不超过 24 小

时，平均病程为（14.95±2.82）小时。 
对比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的性别、年龄及入院后

病程，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可认为两组患者

在基线条件上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采取了对照组与观察组的研究模式，两组均由 28

名基底节脑出血引发的肢体偏瘫患者组成。对照组患

者接受的是常规的护理干预，具体包括基本生活自理

能力训练和运动功能恢复训练，对照组患者的抑郁焦

虑情况和生活质量也进行了适时的评估和调整。 
具体的护理干预方法包括：指导患者进行基本的

生活自理，如洗漱、穿衣、吃饭等日常活动；进行有针

对性的物理治疗和康复训练，如站立平衡训练、步行训

练等，以提高他们的运动功能；及时评估和调试患者的

抑郁焦虑状态，提供心理咨询和必要的药物治疗；关注

和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包括生理状态、心理状态、躯

体功能和社会交往等方面。 
在此基础上，观察组患者接受了超早期护理干预，

由于其早期介入的特性，这一方案更注重于患者早期

的康复训练，如辅助患者进行早期的离床活动、坐起训

练、站立平衡训练和步行训练等。超早期护理还着重于

患者的心理调适，对患者的抑郁焦虑进行早期评估和

积极干预，提供心理疏导和心理治疗等服务，从而改善

患者的生活质量。 
观察组患者的护理工作更注重于其自身的主动性

和配合度，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的方法来提高患者的护

理依从率，如制定个性化的护理计划，向患者和家属解

释治疗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鼓励患者积极配合护理工

作，定期对患者的护理依从率进行评估，通过调整护理

计划和教育方式来提高患者的护理依从率。 
1.3 评价指标及判定标准 
评价指标及判定标准主要针对研究中的基底节脑

出血次体偏瘫患者的生活自理能力、运动功能恢复、抑

郁焦虑评分、生活质量评分以及护理依从率进行定量

度量。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分析采用统计软件 SPSS22.0，其中计量资料

的描述使用͞x±s，并根据数据分布进行 t 检验。卡方检

验和百分数用于描述计数资料。在所有统计学测试中，

选择的显著性水平为 P<0.05。 
2 结果 
2.1 对照组与观察组患者生活自理能力与运动功

能恢复情况比较 
护理前，对照组和观察组患者的生活自理能力评

分及运动功能恢复情况的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表明两组患者在护理前处于相似的自理能力和

身体运动功能状态。经过护理后，观察组的生活自理能

力评分增至 79.74±5.37 分，较对照组 58.73±5.21 分显

著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同样，观察

组患者的运动功能恢复情况评分增至 89.58±3.43 分，

较对照组 64.73±3.97 分明显上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2.2 对照组与观察组患者抑郁焦虑评分比较 
护理前，两组患者的抑郁评分和焦虑评分比较，差

异均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两组患者在护

理前抑郁和焦虑水平状况相同。护理后，观察组患者的

抑郁评分和焦虑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 
2.3 对照组与观察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生活质量评分包括生理状态、心理状态、躯体功能

以及社会交往四个方面。从评分数据来看，护理之前，

观察组与对照组在四个方面的生活质量评分并无统计

学差异（P＞0.05）。经过超早期护理后，观察组在生

理状态、心理状态、躯体功能和社会交往的得分明显优

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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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对照组与观察组患者护理依从率比较 
在护理依从率方面，把依从行为分成完全依从、部

分依从、不依从三种情况进行考量。观察组中有 15 名

患者（53.57%）完全依从，12 名患者（42.86%）部分

依从，仅有 1 名患者（3.57%）不依从。而在对照组中，

完全依从的患者为 11 人（39.29%），部分依从为 8 人

（28.57%），不依从的患者增加到了 9 人（32.14%）。

从总体依从率看，观察组的达到了 27 人（96.43%）， 
明显高于对照组依从率，也就是 19 人（67.86%）。运

用卡方检验，χ2值为 6.552，P 值为＜0.05。 
表 1  两组患者生活自理能力与运动功能恢复情况比较（分，͞x±s） 

组别 
生活自理能力 运动功能恢复情况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n=28） 45.82±5.90 58.73±5.21 52.84±4.11 64.73±3.97 

观察组（n=28） 45.66±5.15 79.74±5.37 52.38±4.36 89.58±3.43 

T 值 0.326 8.366 0.446 7.526 

P 值 ＞0.05 ＜0.05 ＞0.05 ＜0.05 

表 2  对照组与观察组患者抑郁焦虑评分比较（分，͞x±s） 

组别 
抑郁评分 焦虑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n=28） 74.58±3.63 62.35±6.02 68.52±5.68 50.23±5.12 

观察组（n=28） 74.92±3.72 38.66±6.74 68.45±5.81 36.92±5.68 

T 值 0.636 12.396 0.216 12.646 

P 值 ＞0.05 ＜0.05 ＞0.05 ＜0.05 

表 3  对照组与观察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比较（分，x±s） 

组别 例数 生理状态 心理状态 躯体功能 社会交往 

对照组 28 60.38±4.13 66.02±1.35 72.54±5.58 79.62±4.25 

观察组 28 85.72±4.86 90.58±1.47 88.53±5.73 92.31±4.66 

χ2值 —— 8.656 7.136 11.656 7.626 

P 值 —— ＜0.05 ＜0.05 ＜0.05 ＜0.05 

表 4  对照组与观察组患者护理依从率比较 

组别 完全依从（n,%） 部分依从（n,%） 不依从（n,%） 总依从率（n,%） 

观察组（n=28） 15（53.57） 12（42.86） 1（3.57） 27（96.43） 

对照组（n=28） 11（39.29） 8（28.57） 9（32.14） 19（67.86） 

χ²值 —— —— —— 6.552 

P 值 —— —— —— 0.006 

 
3 讨论 
基底节脑出血肢体偏瘫患者在患病后，生活质量

明显受到影响。在治疗的采取有效的护理方法对改善

患者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超早期护理作为一种

新型护理方法，近年来在临床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关注。

通过对照组与观察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比较，评估

了超早期护理对基底节脑出血肢体偏瘫患者的治疗效

果。 
根据表 3 的数据，可以看出观察组患者在生理状

态、心理状态、躯体功能和社会交往各方面的评分都明

显高于对照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超早期护理通常包括营养支持、心理干预、护理教育等

综合性护理方法，这些方法对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提

高患者的自我护理能力和依从性具有积极作用。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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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心理干预，可以减轻患者的心理负担，使患者保持积

极态度，更好地参与康复治疗。 
在治疗基底节脑出血肢体偏瘫患者的过程中，应

用超早期护理可以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提高患者康

复的效果。对于基底节脑出血肢体偏瘫患者，临床护理

人员应积极采用超早期护理模式，以促进患者的康复

进程和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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