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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在脑卒中后功能性便秘预防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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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循证护理在脑卒中后功能性便秘预防中的应用的效果。方法 选取本院在 2022 年 10 月-
2023 年 10 月期间收治的 100 例脑卒中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参考组及实验组，其中前者行常

规护理，后者行循证护理，每组 50 例。对比两组护理效果。结果 PAC-SYM 评分对比显示，实验组显低于参考

组（P＜0.05）。功能性便秘发生率对比显示，实验组显低于参考组（P＜0.05）。结论 循证护理在脑卒中后功能

性便秘预防中具有显著效果，可降低患者 PAC-SYM 评分，减少功能性便秘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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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in the prevention of functional constipation after str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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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ness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in the prevention of functional 
constipation after stroke. Methods 100 stroke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22 to October  2023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subjects.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reference group and an experimental group using a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former received routine care, while the latter received evidence-based care, with 5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Compare the nursing effects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The comparison of PAC-SYM scores 
showed that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The comparison of the 
incidence of functional constipation showed that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Conclusion Evidence based nursing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in the prevention of functional constipation after 
stroke, which can reduce the PAC-SYM score of patients and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functional constipation. 

【Keywords】Evidence based nursing; Stroke; Functional constipation; PAC-SYM score; Nursing satisfaction 
 
脑卒中是临床上常见的急性脑血管疾病之一，脑

卒中诸多并发症中，脑卒中后功能性便秘发生率极高，

其原因可能与脑卒中病人卧床时间长、活动量少、胃肠

道功能降低以及心理因素等相关[1-3]。脑卒中后便秘是

指患者在急性脑血管意外后出现的排便困难或排便障

碍。功能性便秘是指无器质性病变的便秘。临床上以大

便干结、排便困难、便量减少，或排便有堵塞不尽感，

排便周期延长为主要表现；降低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排

便费力可导致颅内压增高，增加卒中复发甚至猝死的

风险。为此，探究循证护理在脑卒中后功能性便秘预防

中的应用的效果。结果详见下文。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础资料 

抽取本院在 2022 年 10 月-2023 年 10 月期间收治

的 100 例脑卒中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

分为参考组及实验组，其中前者行常规护理，后者行循

证护理，每组 50 例。其中参考组男、女分别为 26 例、

24 例，年龄最小 63 岁，最大 87 岁，均值范围（78.76
±3.42）岁。实验组男、女分别为 27 例、23 例，年龄

最小 62 岁，最大 88 岁，均值范围（78.43±3.69）岁。

两组资料对比差异小（P ＞0.05）。 
1.2 纳入及排除标准 
1.2.1 纳入标准 
（1）患者需满足国际上公认的脑梗死诊断标准，

包括临床表现、影像学特征等。（2）首次发病或无明

显后遗症。（3）NIHSS 评分 7～22 分，患者具有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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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识和沟通能力。 
1.2.2 排除标准 
（1）影像学检查诊断为脑出血或有潜在出血倾向

者。（2）脑部器质性病变。（3）严重心、肺、肝、肾

功能不全。（4）基础资料缺失者。（5）存在精神疾病

者。 
1.3 方法 
参考组采取常规护理，给予患者病情、功能性便秘

知识讲解，给予生活、饮食及药物指导等。实验组采取

循证护理干预，方法详见下文： 
（1）循证过程：组织科室护士搜索国内外有关卒

中后功能性便秘的指南和文献，对卒中患者便秘的病

因进行分析，总结脑卒中患者发生便秘的有关因素和

护理干预证据，结合本科室工作实践，建立基于循证护

理的护理干预方案。 
（2）循证护理：①生活护理：为脑卒中患者提供

一个安全、隐蔽的排便环境，每天固定时间提醒和督促

患者排便。在病情允许的情况下，每天晨起后饮用

200～300ml 温开水，半小时后进行排便，促进排便反

射。对于习惯性便秘的患者，每次出现便意指导尝试排

便，以达到预防和治疗便秘的目的。在病情允许的情况

下，鼓励患者进行适量的活动，鼓励患者翻身，收缩腹

肌。有能力配合者，指导下床，床边完成排便；排便时

采取“端“式排便，躯干和大腿呈 35 角；增加结肠和

肛门角度。②饮食护理：为患者制定合理的饮食饮水计

划，根据布里斯托大便分型指导患者每日摄入纤维素

总量。③腹部按摩：每日 9:00-11:00；13:00-15:00 顺时

针按摩腹部，通过腹部按摩来刺激肠道蠕动。按摩时，

可以用单或双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重叠在左下腹乙

状结肠部深深按下，由近心端向远心端作环状按摩。④

中医适宜技术应用：根据便秘辩证分型，指导经络拍

打，穴位按压、穴位贴敷、耳穴贴压等 
1.4 评价标准 
1.4.1PAC-SYM 评分 
对实验组和参考组的便秘症状情况采取便秘患者

症 状 自 评 量 表 (Patient Assessment of Constipation 
Symptoms，PAC-SYM) 进行评价，量表中从粪便形状

（粪便坚硬、粪量少）、直肠症状（排便次数减少、排

便费力、排便疼痛、排便不尽感、有便意而难以排出、

直肠出血或撕裂、直肠烧灼感）腹部症状（胃痛、腹部

痉挛疼痛、腹部胀满）进行评分，每个症状的严重程度

用 0 到 4 分，5 个等级来评定。0 分没有症状,1 分轻

微，2 分中等程度，3 分严重，4 分非常严重。分数越

高，则患者便秘症状越严重。 
1.4.2 功能性便秘发生率 
对两组功能性便秘发生情况予以观察记录。 
1.5 统计学方法 
研究所得到的数据均采用 SPSS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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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 时则提示对

比对象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2 结果 
2.1 两组 PAC-SYM 评分对比 
表 1 显示，PAC-SYM 评分对比显示，实验组显低

于参考组（P＜0.05）。 
2.2 两组功能性便秘发生率对比 
表 2 显示，功能性便秘发生率对比显示，实验组

显低于参考组（P＜0.05）。 

表 1  两组 PAC-SYM 评分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PAC-SYM 评分（分） 

实验组 50 14.34±1.54 

参考组 50 26.53±1.78 

t - 36.621 

P - 0.001 

表 2  两组功能性便秘发生率对比[n,(%)] 

组别 例数 功能性便秘发生率（%） 

实验组 50 2.00%（1/50） 

参考组 50 18.00（9/50） 

χ2 - 7.111 

P - 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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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脑卒中后功能性便秘可以是新发的或是在发病前

已有的基础上有所加重[4]。患者可能出现排便周期变

长、粪便硬结、排出费力，或者虽然粪便软且有便意，

仍感觉排便不顺[5]。主要原因：肢体功能障碍导致运动

减少、卧床时间增加，饮食过于精细、缺少粗纤维食物，

饮水不足，排便环境、习惯改变，以及卒中后焦虑、抑

郁等心理因素影响和认知功能下降等[6-7]。功能性便秘

可引起患者肛周疼痛，降低患者生活质量，排便费力可

导致颅内压增高，增加卒中复发甚至猝死的风险。为此

采取有效预防护理措施对患者的身心健康及生活质量

改善有着积极的作用[8-9]。 
本次研究循证护理在脑卒中后功能性便秘预防中

的效果，研究结果显示，PAC-SYM 评分对比，实验组

显低于参考组（P＜0.05）。功能性便秘发生率对比，

实验组显低于参考组（P＜0.05）。上述研究结果表明：

循证护理的效果相比较常规护理更好[10]。通过个性化

的护理方案，结合患者的具体病情和需求，提供科学、

有效的护理，可以帮助患者更快地恢复身体健康，减少

便秘并发症的发生[11-12]。循证护理要求护理人员在制

定护理方案时，必须参考最新的科研证据和临床实践，

从而确保护理方案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这不仅可以提

高护理质量，还可以提升护理人员的专业素养[13-15]。 
综上所述，循证护理在脑卒中后功能性便秘预防

中具有显著效果，可降低患者 PAC-SYM 评分，减少功

能性便秘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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