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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康复护理在脑梗塞患者中的临床护理价值 

邱洪兰，吴怡卿 

佛山市中医院  广东佛山 

【摘要】目的 研究早期康复护理在脑梗塞患者的临床护理中的价值。方法 在我院 2018 年 1 月至 2020 年 8
月间接收的脑梗塞患者中选择 60 例并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 30 例常规护理，观察组 30 例早期康复护理。比较

两组护理效果。结果 观察组的 NIHSS 神经功能缺损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Barthel 生活能力评分、护理满意度明

显高于对照组，且组间对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进行脑梗塞患者护理时应用早期康复护理模式

可有效促进神经功能恢复，提高其日常生活能力，改善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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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nursing value of early rehabilitation nursing in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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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value of early rehabilitation nursing in the clinical nursing of cerebral 
infarction patients. Methods: 60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receiv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8 to August 
2020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30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care 
and 30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early rehabilitation nursing care. The nursing effect of the two groups 
was compared. Results: The NIHSS neurological defect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Barthel life ability scor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comparison between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early rehabilitation nursing model in the nursing of cerebral infarction patients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recovery of 
neurological function, improve their daily life ability and improve their medical experience,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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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梗塞即缺血性脑卒中，其指的是机体脑部因缺

血、缺氧而产生局部组织坏死、软化的情况，主要症

状表现为言语障碍、猝然昏倒、半身不遂以及智力障

碍等，致残、致死率较高，患者生活质量受影响较大[1]。

相关研究显示，脑梗塞患者多选择药物方式治疗，但

为进一步改善强化治疗效果，改善患者症状以及预后，

多需要配合高质量护理工作[2-3]。基于此，本院开展了

早期康复护理在脑梗塞患者的临床护理中价值的研

究。报道如下。 
1 资料及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我院 2018 年 1 月至 2020 年 8 月间接收的脑梗

塞患者中选择 60 例并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 30 例患

者中男性 17 例，女性 13 例，在 46-80 岁之间，平均

（60.39±5.08）岁；观察组 30 例患者中男性 16 例，

女性 14 例，在 47-80 岁之间，平均（60.55±5.04）岁。

纳入标准(1)必须符合我国脑血管疾病诊断标准，并且

CT/MRI 符合诊断标准。（2）患者必须有固定白天 8
小时的健康照顾者，照顾者必须体力、MMSE 正常。

（3）患者 MMSE 正常并且能认真配合管床护士或陪

护者得指令。 
(4)患者无骨折、无严重心胸肺等疾病。两组患者

一般资料对比无统计学意义（P＞0.05）。所有患者均

自愿参与本次研究。本院伦理委员会知晓并批准本次

研究。 
1.2 方法 
（1）对照组 30 例常规护理，内容：指导患者正

确服用药物，观察并记录其病情变化、肌力、生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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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变化，遵医嘱进行相关的康复治疗，及时解答患者、

家属的相关问题。 
（2）观察组 30 例早期康复护理，内容：①体位

护理，急性期摇高床头减轻颅内压。整个治疗期间，

护理人员应指导患者保持功能体位，指导患者或协助

患者按时翻身拍背；以避免长期单侧卧位对该侧肢体

产生较大的压迫，进而影响血液循环，增强压疮风险；

要求治疗期间密切关注患者生命体征以及神志、肌力

改变，及时记录患者病情病情变化。②早期康复训练；

主要包括了语言、吞咽、认知功能康复训练以及肢体

功能康复训练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予患者、照顾者

进行健康宣讲，使患者及其家属对早期康复训练内容

与作用有一定的了解，更为重视训练，以提高其依从

性。其中语言、吞咽功能康复训练越早进行越好，予

患者进行空吞咽、构音、冰刺激等练习，从简单的发

音开始练习，让后到字、词、句。肢体功能康复训练

则要求管床护士早期开始在观察到患者生命体征稳定

后指导其进行肢体功能训练，早期以床上被动、主动

训练为主，包括有踝关节运动、功能锻炼、穴位按摩

等，用健侧带动患侧运动，循序渐进，每天 3 次，每

次每组 30 下。随着其身体康复，可逐渐过度到床边坐

位、站位练习，行走练习。③训练患者得日常生活能

力，让患者更好得回归社会。训练患侧手指的灵活性，

穿衣、吃饭、系鞋带、挤牙膏、剪指甲等，由简单到

复杂，循序渐进增强患者的活动能力。康复训练期间，

由管床护士、康复治疗师或家属陪同，且应其及时给

与患者肯定性得鼓励，以增强其康复信心，同时使其

获得一定的成就感，提高对康复训练得认可，进一步

保证护理效果。④介绍患者的病情，让患者及其家属

了解患者当前的康复目标、康复进度，让患者及其家

属通过共同的努力改善患者生活能力，提升生活质量，

让患者尽快回归社会。⑤心理护理在康复过程尤为重

要，及时给与患者，家属必要的心里护理，进行必要

的沟通，能缓解患者患病的焦虑情绪，较少抑郁的发

生，必要时给以适当的鼓励能激发患者康复的决心。 
1.3 观察指标 
本次研究中以 GCS格拉斯哥昏迷指数反应患者身

体恢复情况，满分为 15 分，分数越高显示身体状态越

好，护理效果越好；以 Barthel 生活能力评分反映了患

者的日常生活能力，分值越高显示生活能力越强；患

者护理满意度分为满意、基本满意与不满意三级，总

满意度=（满意+基本满意）/×总例数 100%。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使用统计学软件（SPSS14.0 版本）进行

统计学分析，用 t 进行计量资料（ sx ± ）检验，用 χ2

进行计数资料（n，%）检验。P＜0.05 表示结果具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2 两组患者神功功能以及生活能力改善情况 
本次研究发现，观察组的 NIHSS 神经功能缺损评

分明显低于对照组，Barthel 生活能力评分明显高于对

照组，且组间对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

1 所示。 
2.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 
本次研究发现，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

照组，且组间对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

2 所示。 

表 1 两组患者神功功能以及生活能力改善情况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GCS 指数（分） Barthel 生活能力评分（分） 

观察组 30 9.35±1.34 67.28±3.96 

对照组 30 14.02±1.45 48.39±4.32 

t - 12.955 17.655 

P - 0.001 0.001 

表 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n,(%)] 

组别 例数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 

观察组 30 17（56.67） 12（40.00） 1（3.33） 29（96.67） 

对照组 30 10（33.33） 15（50.00） 5（16.67） 25（83.33） 

χ2 - 11.005 2.020 9.886 9.886 

P - 0.001 0.155 0.002 0.002 

 



邱洪兰，吴怡卿                                                       早期康复护理在脑梗塞患者中的临床护理价值 

- 66 - 

3 讨论 
脑梗塞患者较为容易出现语言、吞咽、肢体功能

障碍等并发症，严重影响预后，降低其生活质量，在

长期治疗的情况下，患者可能出现过于依赖他人、焦

虑、抑郁等情况 4]。 
常规护理更为重视病情护理，康复训练目标不够

明确，效果不够理想，而早期康复护理则充分重视此

方面内容。早期康复护理包括体位、康复训练、心理

护理等内容。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护理

措施进行针对性的训练，进而有效改善患者语言、吞

咽、肢体功能，促进神经功能恢复，提高生活质量[5-6]。

本次研究发现，观察组的 NIHSS 神经功能缺损评分明

显低于对照组，Barthel 生活能力评分、护理满意度明

显高于对照组，且组间对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与上述内容相符。 

综上所述，在进行脑梗塞患者护理时应用早期康

复护理模式可有效促进神经功能恢复，提高其日常生

活能力，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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