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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性康复护理在脑梗死患者中的应用 

亓忠芹 

颜庄中心卫生院  山东济南 

【摘要】目的 本文主要围绕延续性康复护理实施于脑梗死患者中的临床效果进行具体阐述。方法 回顾性分

析我院近五年收治的脑梗死患者为研究样本，筛选其中 150 例，结合奇偶数字分组方式，均分成两组，分别给予

常规护理、延续性康复护理，对干预后，相关临床数据进行统计归纳，对比差异所在。结果 研究组患者自我护

理管理能力评分（95.21±4.27）、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8.16±1.20）、并发症发生率（1.33%），出院后再次

就诊次数（4.19±1.10）、生活质量数据（90.45±7.41）、护理满意度数（98.67%），均优于另一组，自我护理

管理能力评分（85.34±2.16）、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15.67±2.45）、并发症发生率（10.67%）、出院后再次

就诊次数（7.41±1.43）、生活质量数据（76.24±6.89）、护理满意度数（86.67%）评分，且差异显示 P＜0.05，
表明统计学意义。结论 延续性康复护理可改善脑梗死患者自我护理能力，降低并发症发生率，促进患者尽快恢

复，且可改善患者生活质量，体现良好护理质量，建议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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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article mainly elaborates on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implementing continuous 
rehabilitation nursing in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Method: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was conducted on the 
cerebral infarction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in the past five years as research samples. 150 cases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using odd and even number grouping. Routine care and continuous rehabilitation care were 
given respectively. After the intervention, relevant clinical data were statistically summarized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self-care management ability score (95.21 ± 4.27), the neurological deficit degree score (8.16 ± 
1.20), the complication rate (1.33%), the number of re visits after discharge (4.19 ± 1.10), the quality of life data (90.45 ± 
7.41), and the number of nursing satisfaction (98.67%) of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other 
group. The self-care management ability score (85.34 ± 2.16), the neurological deficit degree score (15.67 ± 2.45)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10.67%), the number of re visits after discharge (7.41 ± 1.43), the quality of life data (76.24 
± 6.89), and the number of nursing satisfaction scores (86.67%), and the difference showed P<0.05, indicating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Conclusion: Continuous rehabilitation nursing can improve the self-care ability of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promote rapid recovery, and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reflecting 
good nursing quality. It is recommended to apply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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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梗死由局部脑供血动脉流量突然停止或减少，

诱发脑供血混乱所引起的神经功能疾病，临床症状以

恶心、呕吐、头痛为主要表现，发病率占据脑血管疾

病的 70%，具有发病率高、死亡率高、致残率高疾病

特点[1]。近几年，我国医疗技术飞速发展，脑梗死已

得到有效救治，死亡率明显下降，但后遗症依然较为

严重，偏瘫、吞咽功能障碍、神经功能缺损出现，以

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同时加重患者家庭负担，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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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广泛引起医疗学者重点关注问题[2-3]。相关研究认为，

由于脑梗死治疗时间较长，不能完全依靠住院治疗，

出院后仍需专业人员对患者康复期间进行科学、对症、

有效护理指导，维护患者预后，加速患者康复进度。

基于此，我院采用延续性康复护理实施于临床中，取

得良好护理效果，现下文进行具体阐述，为临床提供

数据支持。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我院近五年收治的脑梗死患者为研究

样本，筛选其中 150 例，结合奇偶数字分组方式，均

分成两组，一组给予常规护理，作为对照组，其中男

女患者比例为：（46 例：29 例），年龄范围分布于：

（60-76）岁之间，均值为：（65.16±2.31）岁，另一

组给予延续性康复护理，作为研究组，其中男女患者

比例为：（47 例：28 例），年龄范围分布于：（59-76）
岁之间，均值为：（64.98±2.50）岁，所有选入患者

经病理学、影像学，确诊为脑梗死患者，且临床数据

较为完整，其中排除：严重精神类疾病患者，认知、

语言、听力功能障碍患者，合并恶性肿瘤疾病患者，

凝血功能障碍疾病患者，在确定患者及家属同意后，

签订知情同意书的情况下开展实验，基本资料差异

（p>0.05），符合要求。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措施，常规基础护理，出院

前对患者进行心理护理，并给予常规健康知识宣教，

提高患者出院后用药依从性，促进患者康复。研究组

实施延续性护理服务，具备步骤为：1）延续性护理小

组：挑选我科室临床经验丰富护理人员参加此次护理

服务，并开展护理培训，针对沟通技巧、心理学知识

进行具体培训，同时针对脑梗死疾病特点、护理方法、

并发症特点以及预防知识进行学习，以确保此次延续

性护理有效性[4]。2）心理干预：由于此病治疗时间较

长、并发症多，患者治疗期间易出现焦虑、抑郁情绪，

因此应关注患者治疗期间心理变化，增加与患者之间

沟通交流，询问患者不良情绪发生原因，针对患者表

述，分析不良情绪发生原因，并给予针对性疏导，通

过多种手段为家庭经济困难者获得经济支持；同时指

导患者家属多关注患者，为患者建立优质家庭支持，

以舒缓患者不良情绪[5]；结合健康教育方式，为患者

说明疾病发生原因、治疗方法、后遗症危害及康复护

理对疾病恢复的意义，以提高患者自我护理意识及疾

病认知[6-7]。3）康复护理：出院前为患者进行康复护

理，具体包括床上被动训练、主动运动、床边运动、

平衡能力训练，以促进患者肢体功能恢复，指导患者

独立完成洗脸、梳头、刷牙、去卫生间等生活行为，

以提高患者出院后生活质量；并对语言能力进行训练，

由缩唇训练、面部活动开始，逐渐进行单音训练、词

语、短于训练，促进患者语言功能、吞咽功能恢复[8]。

4）回访：对患者个人信息（病程、年龄、过敏史、联

系方式、家庭住址等）进行整理归纳，并与患者之间

建立联系，通过微信、QQ、电话回访、门诊交流、上

门回访等方式进行回访；对患者归家后实际情况进行

了解，对患者出现问题进行指导，对存在并发症问题

进行针对性干预，做好并发症预防护理，对患者康复

训练完成情况进行了解，并督促患者每天坚持[9]；根

据患者体质量、营养需求进行饮食指导，在确保营养

均衡的前提下，防止患者过度肥胖诱发其他疾病不利

于患者康复。 
1.3 观察指标 
对两组自我护理管理能力评分（满分 100 分，分

数越高，自我护理能力越强）、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

分（满分 45 分，分数越高，神经功能恢复越差）、并

发症发生率（对护理期间偏瘫、吞咽功能障碍等并发

症发生率进行统计）、出院后再次就诊次数、生活质

量数据（躯体功能、心理状态、物质生活、社会功能

作为评价标准，满分 100 分，分数越高生活质量越好）、

护理满意度数据（采用我院自制护理满意度量表进行

评价）进行整理归纳，同时作为此次护理服务的观察

指标。 
1.4 统计方法 
实验所有数据全部借助专业系统软件 SPSS14.0

处理，实验人员对患者护理后的观察结果进行了详细

地记录，当中计数数据运用（ x s± ，%）代替，两组

差别比照运用 t、χ2 检测。若两组比照结果 P＜0.05，
则说明实验价值显现。 

2 结果 
两组患者经不同管理干预后自我护理管理能力评

分、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并发症发生率、出院后

再次就诊次数、生活质量数据、护理满意度数据间均

呈现较大差异，研究组各项数据均优于另一组，差异

显示 P＜0.05，表明统计学意义，具体数据详见表 1。 
3 讨论 
随着医疗技术发展，康复医学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

应用中可针对多种疾病进行康复指导，帮助患者恢复生

活质量，效果显著。脑梗死患者发病后及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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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对比治疗患者相关数据（ x s± ，%） 

组别 例数 
自我护理管理 

能力评分 
神经功能缺损 
程度评分 

生活质量 
数据 

出院后再次 
就诊次数 

并发症发生率 
护理满意度 

数据 

研究组 75 95.21±4.27 8.16±1.20 90.45±7.41 4.19±1.10 1（1.33） 74（98.67） 

对照组 75 85.34±2.16 15.67±2.45 76.24±6.89 7.41±1.43 8（10.67） 65（86.67）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治疗非常重要，但大部分患者会留有不同程度的偏瘫、

失语、记忆力减退、神经功能障碍等症状，住院治疗

15_30 天难以康复，需要院外科学、有效对症康复护

理，维护治疗效果，促进患者康复，为患者家庭减轻

负担、缓解医疗压力[10]。延续性康复护理是现代医学

发展所研发的新型护理措施，具备医院护理、出院护

理、康复护理、心理指导、健康宣教等护理措施，且

具有延续性、全面性特点，将传统院内护理进行延续，

临床应用中通过延续护理小组建立，提升护理人员专

业知识储备、临床技能掌握，确保延续护理有效性；

延续性护理不仅在出院前针对患者心理特点、心理需

求进行有效干预，促使患者心境平稳，更加配合治疗，

同时结合健康知识指导，为患者普及疾病健康知识、

康复护理对疾病恢复的意义，使患者更加重视疾病及

康复。同时注重康复护理，对患者肢体功能、语言能

力、生活行为、神经功能进行科学指导，使患者熟练

掌握各项康复技能，并在最大程度缓解患者偏瘫、吞

咽功能以及生活自理能力；出院后通过电话回访、门

诊交流、微信交流等方式，对患者出院后康复训练实

施情况、病情发展情况、并发症情况进行对症指导，

同时鼓励患者表达心中疑惑，护理人员应给予细致详

细说明，以解除患者心中疑虑，促使患者更加配合后

续康复护理，逐渐形成良好生活习惯，达到康复、提

高生活质量目的，获得了患者及家属较高满意度评价。 
综上所述说明，延续性康复护理临床应用中体现

良好可行性、有效性、延续性，建议大力度在脑梗死

患者护理工作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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