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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在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中的应用 

全变瑞，汪 霞 

湖北省十堰市湖北医药学院附属太和医院神经内科  湖北十堰 

【摘要】目的 探究在脑卒中（缺血性）患者中应用心理护理的效果。方法 文章研究时间 2021 年 2 月

到 2022 年 5 月，共选取研究患者 60 人，选自院内神经内科，分成研究组、对照组，每组 30 例，比对组间

护理效果。结果 研究组缺血性脑卒中病人经心理护理后，心理状态明显改善，常见负面情绪评分均下降，

患者的强迫症状、躯体化行为评分低于对照组，P 值＜0.05；干预前，2 组脑卒中病人各项量表分值差异小，

干预后研究组患者自理能力、神经功能和运动能力与对照组相比，分数优势明显，P 值＜0.05。结论 在脑

卒中（缺血性）患者中应用心理护理，可以明显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提高预后运动和自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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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 patients with ischemic str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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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 stroke (ischemic) patients. Methods 
the research time of the article was from February 2021 to may 2022. A total of 60 patients were selected from the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in the hospital and divided into the study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ith 3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nursing effects between the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psychological nursing,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ischemic stroke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the scores of 
common negative emotions were decreased. The scores of obsessive-compulsive symptoms and somatic behavior 
of patients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Before the intervention, there was littl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cores of various scales of stroke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scores of 
self-care ability, neural function and motor ability of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superior to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After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all functions of stroke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improved significantly (P < 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 patients with 
cerebral apoplexy (ischemia)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patients and improve the 
prognosis of exercise and self-care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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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血性脑卒中是临床上常见的脑血管意外事件

的一种，占脑血管意外疾病发病率的十分之七，多

见于 60 岁以上的老年群体[1-2]。常见致病原因包括

大动脉粥样硬化、小动脉闭塞和心源性栓塞。梗死

初期患者意识较清晰，伴随病情发展，中期则出现

意识障碍、昏迷、四肢瘫痪以及高热等症状，晚期

患者将并发脑疝，生命安全受到极大威胁[3-4]。近些

年，我国脑卒中患病人数逐渐上升，早期溶栓治疗

患者预后良好，但多数患者由于担忧预后肢体功能

恢复，会出现严重负面情绪，影响疾病康复进程[5-6]。

文章选取院内神经内科 60 名脑卒中（缺血性）患者

作为研究对象，探究应用心理护理的效果，报道如

下。 
1 资料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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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一般资料 
文章研究时间 2021 年 2 月到 2022 年 5 月，共

选取研究患者 60 人，选自院内神经内科，分成研究

组、对照组，每组 30 例，对照组：性别比例：（男

/女）：18/12，年龄 49-72 均值（岁）：（63.42±6.21），
发病到就诊用时 0.9-17（h）均值：（8.72±1.35），

发作性质：10 例脑出血、20 例脑梗死；研究组：性

别比例：（男/女）：17/13，年龄 48-72 均值（岁）：

（63.61±5.48），发病到就诊用时 0.9-16（h）均值：

（8.66±1.32），发作性质：11 例脑出血、19 例脑

梗死。对比两组资料可得 P＞0.05。患者实际年龄超

过 40 周岁，入组前经头部核磁检查确诊，症状与脑

卒中诊断一致；排除患有恶性肿瘤的病人；患者参

选资料不完整，信息不具有真实性的患者。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见缺血性脑卒中护理，病人入

院后协助医师开展各项急诊急救工作，患者病情平

稳后严密监测各项生命体征变化，若出现异常立即

通知主管医师。 
研究组：在基础病情护理上实施心理护理，具

体如下：（1）分析负性情绪原因：预后缺血性脑卒

中病人因躯体不适感和自理能力受限等因素影响，

容易出现明显的焦虑情绪，心理状态主要表现为失

望、悲观、焦躁以及易怒，分析其原因主要是来自

社会和家庭两方面的双重压力，首先，个人因为病

情原因，社会和外在形象受到影响，无法继续社会

工作，个人收入水平下降；加上来到陌生住院环境；

此外，脑卒中预后语言和表达能力下降，不能与医

护人员和同病室患者进行正常交流，无法获取详细

的病情知识，对自身病情过度担忧；其次，脑卒中

预后需长期住院治疗，患者无法参与正常家庭生活，

院内高昂的治疗费用，致使家庭经济负担加重；脑

卒中常见患病人群为中老年，老年人长期与社会生

活脱节，担心医疗负担过重拖累子女，因此易产生

抵触反应。（2）心理干预：①环境：住院期间，护

理人员应严密观察患者心理状态，给患者营造安静

舒适的治疗空间，主动向其介绍同病室患者，帮助

其尽快适应住院环境，缓解其心理负担；同时病室

设置应根据患者病情严重程度进行调整，分区管理

轻重症患者，护理操作尽量集中进行，避免耽误患者

休息时间。②情绪疏导：指导患者正确宣泄情绪，通

过调节呼吸频率和分散注意力控制负性情绪，部分年

龄较大的老年患者，心理反应较为迟钝，在情绪疏导

过程中，护理人员应耐心指导，做好疏导工作。 
1.3 观察指标 
⑴使用 SCL-90（心理症状）自评表调查两组缺

血性脑卒中患者心理护理干预后的心态变化情况，

量表得分与患者情绪呈负相关。⑵分别使用 NIHSS
（卒中功能）、FMA（运动功能）、MBI（自理功

能）量表对 60 名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进行评定。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3.0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采用卡方

检验和 T 检验，若两组数据之间 p 值小于 0.05，则

代表 2 组患者在以上方面，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对比两组心理状况 
研究组缺血性脑卒中病人经心理护理后，心理

状态明显改善，常见负面情绪（敌对、焦虑、偏执、

恐怖等）评分均下降，患者的强迫症状、躯体化行

为评分低于对照组，P 值＜0.05，见表。 
表 1 两组心理状况对比（x±s，分） 

项目 研究组（n=30） 对照组（n=30） T 值 P 值 

躯体化 1.22±0.27 1.83±0.57 5.2973 0.0000 

强迫症状 1.59±0.40 2.62±0.61 7.7339 0.0000 

人际关系 1.53±0.43 2.55±0.51 8.3749 0.0000 

抑郁 1.41±0.35 2.52±0.55 9.3259 0.0000 

焦虑 1.33±0.27 2.26±0.55 8.3137 0.0000 

敌对 1.32±0.35 2.10±0.59 6.2277 0.0000 

恐怖 1.24±0.30 1.83±0.62 4.6918 0.0000 

偏执 1.35±0.31 2.14±0.58 6.5795 0.0000 

精神病性 1.35±0.30 2.16±0.51 7.4981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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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对比两组量表评分 
干预前，研究组 NIHSS 得分（18.16±2.17）分、

FMA 得分（20.21±2.15）分、MBI 得分（24.26±
4.16）分，对照组 3 项量表得分为（18.17±2.09）
分、（21.45±2.08）分、（24.37±3.26）分 t=0.0182、
2.2704、0.1140，p=0.9856、0.0269、0.9096，P 值大

于 0.05；干预后，2 组评分如下：研究组（9.16±1.28）
分、（63.13±5.16）分、（67.28±5.48）分，对照

组（14.65±2.56）分、（42.26±4.32）分、（47.24
±4.51）分，t=10.5060、16.9860、15.4657，p=0.0000、
0.0000、0.0000，干预前，2 组脑卒中病人各项量表

分值差异小，干预后研究组患者自理能力、神经功

能和运动能力与对照组相比，分数优势明显，P 值

＜0.05。 
3.讨论 
在综合性医院的神经内科，缺血性脑卒中及其

常见，近些年疾病的残疾率和死亡率均明显上升[7]。

脑卒中预后患者会出现不同程度上的神经功能缺

损，受疾病影响，负面情绪较严重，抵触后期康复

治疗，耽误疾病的康复速度[8]。文章研究中积极应

用心理护理，结果显示，研究组缺血性脑卒中病人

经心理护理后，心理状态明显改善，常见负面情绪

（敌对、焦虑、偏执、恐怖等）评分均下降，患者

的强迫症状、躯体化行为评分低于对照组，P 值＜

0.05，说明心理护理可以显著改善病人负面情绪，

纠正不良心理状态[9-10]。干预前，2 组脑卒中病人各

项量表分值差异小，干预后研究组患者自理能力、

神经功能和运动能力与对照组相比，分数优势明显，

P 值＜0.05。 
综上所述，在脑卒中（缺血性）患者中应用心

理护理，可以明显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提高预后

运动和自理能力，适合在科室大范围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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