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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患者延续性康复护理效果 

李良芬 

甘肃省武威市天祝县藏医院  甘肃武威 

【摘要】目的 探究在脑卒中患者中应用延续性康复护理对患者恢复的影响。方法 抽取 2022 年 10 月至 2023
年 10 月我院收治的脑卒中患者 110 例为研究对象，基于随机信封法均衡分组，对照组 55 例，接受常规康复护理

模式；实验组 55 例，接受延续性康复护理模式。对比指标：干预前后肢体运动功能评分、日常生活能力评分、

生活质量评分以及护理满意度。结果 干预前两组肢体运动功能评分、日常生活能力评分、生活质量评分对比差

异不显著（P＞0.05），干预后实验组肢体运动功能评分、日常生活能力评分、生活质量评分均比对照组高（P＜
0.05）；和对照组比较，实验组护理满意度更高（P＜0.05）。结论 在脑卒中患者中运用延续性康复护理可促进其

肢体运动功能恢复，提升生活自理能力和生活品质，增加护理满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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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ontinuous rehabilitation nursing for stroke patients 

Liangfen Li 

Gansu Province Wuwei City Tianzhu County Tibetan Hospital, Wuwei, Gansu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continuous rehabilitation nursing on the recovery of stroke pat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110 stroke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22 to October 2023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objects. They were divided into balanced groups based on random envelope method, and 55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rehabilitation nursing mod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of 55 patients received continuous 
rehabilitation nursing mode. Comparison indicator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limb motor function score, daily living 
ability score, quality of life scor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Results Before intervention,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motor function scores, daily living ability scores and quality of life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After 
intervention, motor function scores, daily living ability scores and quality of life score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experimental group had higher 
nursing satisfaction (P < 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continuous rehabilitation nursing in stroke patients can 
promote the recovery of limb motor function, improve self-care ability and quality of life, and increase nursing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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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是临床危急的神经内科系统疾病，主要包

括脑缺血性和脑出血性两类疾病类型，具有发病急骤、

进展迅速、并发症多等特点[1]。据新近流行病学调研显

示，我国罹患脑卒中例数以每年 200 万例递增，发病

形势十分严峻。近年随着静脉溶栓治疗的开展和医疗

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脑卒中患者的抢救成功率已得

到极大提升，但大部分患者在接受及时规范的治疗后

仍表现为不同程度的脑神经功能损伤，给患者带来肢

体运动、吞咽、语言等功能障碍，严重影响了患者日常

生活能力[2]。亟待采取系统化、全面化、持续化的早期

护理干预措施，以延长患者生存期，改善其后遗症症状

和预后生命质量[3]。常规康复护理主要基于传统护理流

程开展护理任务，内容形式刻板单一，存在一定程度的

护理缺欠，难以实现预期护理效果。延续性康复护理更

适合康复期脑卒中患者的康复需求，能满足患者出院

后仍能体验持续、完整的专业护理服务[4]。基于以上背

景，本次随机抽取我院 110 例脑卒中患者为研究对象

开展分组研究，具体内容阐述见下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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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时间：2022 年 10 月至 2023 年 10 月期间，研

究对象：我院收治的脑卒中患者，总计 110 例，采用随

机信封法规范化分组处理，分为对照与实验组两组。对

照组纳入 55 例，性别（男/女）：29/26，年龄：41-77
岁，均值（63.48±6.72）岁，脑卒中类型：缺血性脑卒

中 33 例、出血性脑卒中 22 例；实验组纳入 55 例，性

别（男/女）：30/25，年龄：42-78 岁，均值（63.62±
6.56）岁，脑卒中类型：缺血性脑卒中 34 例、出血性

脑卒中 21 例。两组患者脑卒中类型、年龄等基线资料

具有同质化，有可比价值（P＞0.05）。我院医学伦理

委员会已批准本次研究。 
纳入标准：①与脑卒中临床诊断相符；②均为首次

发病；③预期生存期超过 6 个月；④临床病历资料无

缺失；⑤患者知情同意并自愿加入研究小组。 
排除标准：①伴内分泌系统疾病者；②并沟通、认

知障碍或精神疾病者；③伴凝血功能障碍者；④近 3 个

月使用糖皮质激素药、抗生素药物治疗者；⑤发病前合

并肢体功能、语言障碍者；⑥拒绝随访调查者；⑦研究

中途脱落者。 
1.2 方法 
对照组接受常规康复护理模式。出院前发放健康

指导手册，向患者和家属讲解出院后康复注意事项，内

容涵盖饮食管理、情绪调整、用药指导、康复锻炼等，

为其答疑解惑。出院后定期电话随访，频率为 1 次/月，

掌握患者病情变化情况，告知患者定期复查。 
实验组以常规护理为前提，接受延续性康复护理

模式。 
①组建延续性护理团队，成员由神经内科医师、康

复师、护士长、护士等组成。于患者出院前完善健康档

案，开展相关检查，结合病情恢复情况、家庭状况、文

化程度等制定专属延续性护理方案，提供居家护理指

导。护理方案分为短期、中期、长期，时间分为出院后

1 个月、2-3 个月、4-6 个月，保证患者在不同康复阶段

接受针对性康复指导。 
②强化健康宣教。出院前 1d对患者进行健康指导，

包括自我护理、饮食禁忌、运动、起居等相关内容，纠

正患者错误生活方式，重建良好生活习惯，提高对延续

性康复护理的重视程度和遵医行为。 
③康复训练指导。根据患者后遗症类型程度给予

不同的语言、肢体、认知和记忆力等康复训练。训练过

程中给予密切监督指导，保证训练方法步骤正确，提升

患者自理能力，促进受损脑神经恢复。 
④创建延续性护理微信群，采用短视频、图文的形

式定期分享有关脑卒中康复疗护知识，在线咨询答疑，

鼓励患者分享交流康复护理经验，调动患者参与积极

性，增强康复信心，改善其运动、语言等障碍。 
⑤建立随访机制。2 周 1 次电话随访，后期改为每

月 1 次，回访内容包括康复训练、饮食、心理、生活干

预等，对于偏瘫、肢体活动障碍等患者适当增加回访次

数，随时掌握患者康复情况。 
1.3 观察指标 
对比指标：干预前后肢体运动功能评分、日常生活

能力评分、生活质量评分以及护理满意度。 
①肢体运动功能评分采用 Fugl-Meyer 评分，包括

上肢运动和下肢运动，评分采取百分制，分值与肢体运

动功能良好程度正相关[5]。 
②日常生活能力评分采用 ADL 评分，从进食、穿

衣、洗澡等 10 个维度进行评价，采取百分制，分数与

生活能力正相关，低于 20 分生活需要完全依赖[6]。 
③生活质量评分测评工具为 SF-36 生活质量调查

简表[7]，从躯体、生理、社会、精神等 8 个维度评分，

分数与生活质量优越性正相关。 
④应用我院自制护理满意度调查问卷评估护理满

意度，包括服务态度、护理技能、健康教育等，总评分

100 分，将≥90 分、介于 75-89 分、不足 75 分分别记

作满意、一般、不满意。 

护理满意度= 满意+一般

本组数
×100%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处理：SPSS24.0，护理满意度用 n（%）描述，

肢体运动功能、日常生活能力及生活质量评分用（ x ±

s）描述，组间经 t 和 χ2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肢体运动功能评分、日常生活能力评分、

生活质量评分 
干预前，对照组肢体运动功能评分（47.52±7.53）

分、日常生活能力评分（63.37±4.57）分、生活质量评

分（65.37±6.63）分，实验组肢体运动功能评分（47.38
±7.42）分、日常生活能力评分（63.52±4.58）分、生

活质量评分（65.38±6.48）分，两组对比差异不显著（P
＞0.05）；干预后，对照组肢体运动功能评分（58.33±
6.85）分、日常生活能力评分（71.47±5.64）分、生活

质量评分（72.46±6.46）分，显著低于实验组肢体运动

功能评分（75.73±6.69）分、日常生活能力评分（85.38
±5.78）分、生活质量评分（84.37±5.48）分，有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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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意义（P＜0.05）。 
2.2 对比护理满意度 
对照组满意 25 例、一般 19 例、不满意 11 例，护

理满意度为 80.00%（44/55），实验组满意 35 例、一

般 18 例、不满意 2 例，护理满意度为 96.36%（53/55），
两组比较明显实验组护理满意度更高（χ2=5.538，
P=0.018＜0.05）。 

3 讨论 
脑卒中患者在经过治疗后，由于脑神经功能受损，

易出现失语、偏瘫、理解力降低、记忆力减退等各种严

重后遗症，出院后仍需长期接受康复护理治疗，时间长

达几年、数十年甚至终生康复，如果护理干预不当还会

导致病情复发，危及患者生命[8]。现阶段受患者家庭经

济状况、医保制度、医疗资源等诸多因素的制约，患者

在住院期间难以实现彻底康复，需在院外继续接受康

复疗护，院外环境改变，患者自我管理能力较弱，家庭

康复训练方法不正确，都会延缓康复进度，影响整体康

复效果。延续性护理是指通过连续性的行动设计，使患

者在院外也能享受到院内般专业、无缝衔接的照护[9]。

本次研究应用了延续性护理，对患者脑卒中病情开展

分析，制定个体化康复护理方案，从近期、中期、远期

等不同康复阶段进行合理规划，对患者不良生活行为

方式积极进行干预，指导患者学会正确的居家锻炼方

法，借助微信等先进的通信技术手段，有效提升了患者

和家属的康复疗护积极性，增强其康复护理依从性，从

而尽快改善患者功能障碍，实现早日生活自理，回归社

会的护理目标。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干预后实验组肢体运动功能

评分、日常生活能力评分、生活质量评分、护理满意度

均高于对照组（P＜0.05）。研究结果进一步证明延续

性康复护理可改变脑卒中患者的不良生活行为方式，

促进其认知功能、肢体运动功能、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

改善，进而提升患者生活质量。常规康复护理缺乏患者

健康档案的详细资料，对患者病情了解不深入，多采用

电话随访方式，并且回访频率较低，内容单一，周期较

长，对患者指导性较弱，不能有力督促患者居家自我康

复，特别是部分老年患者，自我管理意识不足，护理能

力较差，在出院后又恢复了以往不科学的生活方式，导

致康复效果欠佳，脑卒中复发风险增加。而延续性康复

护理有效克服了常规康复护理的缺陷，组建专业的护

理团队，能准确评估掌握患者病情，给予正确的康复指

导，同时配合微信群管理，加强了对患者的监督，增进

护患交流，便于护理人员及时掌握患者康复情况，明显

提升患者康复疗护的积极性和依从性，康复护理效果

令人满意。 
综上所述，在脑卒中患者中应用延续性康复护理

价值显著，可有效改善患者功能障碍，提升康复护理效

果，为脑卒中康复护理提供新参考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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