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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赋能理论的延续性护理对高血压性脑出血患者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

邵小丽，巴 塔，陈丽萍，李永昱，肖艳春

佛山市南海经济开发区人民医院 广东佛山

【摘要】目的 探讨基于赋能理论的延续性护理对高血压性脑出血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方法

此次研究需采用抽样研究的方法和分组研究的方法，通过统计学抽样的方式选取此次研究的对象，从 2022
年 1月到 2022年 12月我院收治的高血压性脑出血患者 60例作为研究对象，将其按照随机分组方法分为对

照组（n=30，给予对照组患者常规护理）和实验组（n=30，给予实验组患者基于赋能理论的延续性护理），

收集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临床信息并加以分析，对比实验组和对照组患者的神经功能评分、生活质量评分

以及生活活动能力。结果 两组在实施护理前的神经功能评分、生活质量评分以及生活活动能力接近，无明

显差异（P＞0.05）；在经过护理后两组患者生活质量和生活活动能力均有一定好转，但实验组神经功能评

分、生活质量评分以及生活活动能力评分高于对照组，两组数据对比差异明显，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基于赋能理论的延续性护理能够有效改善高血压性脑出血患者的身心状态，提升其生活活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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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ontinuous nursing based on empowerment theory on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in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ve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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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continuous nursing based on empowerment theory on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in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ve cerebral hemorrhage.Methods This study needs to adopt the
sampling research method and grouping research method.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are selected through statistical
sampling. From July 2022 to June 2022,60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ve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in our hospital a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y a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n=30, giving routine care to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n=30, giving continuous care to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based on empowerment theory), Collect and analyze the clinical information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and compare the neurological function score, quality of life score and activity
of life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Results The scores of neurological function, quality
of life and activity of life were similar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nursing (P > 0.05); After nursing car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activity of lif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improved to some extent, but the scores of neurological
function, quality of life and activity of lif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Conclusion Continuous nursing based on
empowerment theory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status of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ve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and enhance their ability of living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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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脑出血是高血压比较严重的一种并发 症，好发于 50-70岁年龄段[1]。高血压病容易导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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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小动脉出现病理性变化，导致高血压脑出血[2]。

常用方法包括内科治疗、外科治疗等，临床上需综

合评估患者病情，拟定治疗计划[3]。本文为分析基

于赋能理论的延续性护理对高血压性脑出血患者生

活能力的影响，选取了 2022年 1月到 2022年 12月
我院收治的高血压性脑出血患者 60例进行实验，具

体研究内容如下：

1 研究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 2022年 1月到 2022年 12月我院收治的高

血压性脑出血患者 60例，将其按照随机分组方法分

为对照组（n=30，给予对照组患者常规护理干预）

和实验组（n=30，给予实验组患者基于赋能理论的

延续性护理）。其中对照组有男性患者 16例，女性

患者 14例，最大年龄 82岁，最小年龄 59岁，平均

年龄（70.29±5.72）岁；实验组有男性患者 17 例，

女性患者 13例，最大年龄 80岁，最小年龄 58岁，

平均年龄（70.11±5.60）岁。使用统计学软件对两组

一般资料进行分析后显示，两组患者年龄、性别等

差异较小，其差异对本次研究结果无影响，无统计

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纳入标准：（1）符合高血压脑出血诊断标准；

（2）年龄>18岁，男女不限；（3）自愿参与研究，

签署知情同意书；（4）研究得到医院伦理委员会批

准及同意。

排除标准：（1）精神障碍、认知障碍者；（2）
合并严重心、肝、肾等重要器官功能不全者；（3）
年龄<18岁者；（4）合并呼吸道、泌尿道、肿瘤等

疾病者。

1.2 研究方法

1.2.1对照组

给予对照组患者常规护理干预，即入院后进行

常规指导，叮嘱患者定时定量用药，遵照医嘱治疗，

指导患者日常生活及注意事项，出院后不予以护理

干预。

1.2.2实验组

给予实验组患者基于赋能理论的延续性护理，

具体措施为：

（1）成立基于赋能理论的延续性护理小组：对

小组成员进行护理培训，培训内容包括疾病康复训

练、护理技巧等，提升护理人员的综合素质和专业

水平。同时，护理人员充分了解患者的病情现状以

及对疾病的认知程度，根据患者实际情况制定相应

的护理计划，在住院期间接受与对照组相同的护理

服务，出院后仍提供护理服务。

（2）健康宣教和心理护理：部分患者由于文化

水平较低，对于疾病的了解较少，也因此在治疗时

容易对医护人员产生怀疑和不信任，为避免出现危

险事件，护理人员需要对患者进行健康宣教，说明

高血压性脑出血的疾病特征和治疗方法，详细叮嘱

注意事项，同时给予患者用药指导，减少用药不当

造成的不良后果。此外，在患者的心理状态方面，

叮嘱患者平时保持良好心情，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平常心对待生活中的问题，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

起居有常，不熬夜，中午午睡 1小时，其余时间尽

量不要睡觉，保证晚上睡眠时间及质量。同时，培

养一些兴趣爱好，如画画、写字、养花养草等，丰

富日常生活，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3）①出院前 1 天：建立患者健康档案，内

容包含患者姓名、性别、年龄、住址、联系方法等。

②出院当日：由护理人员负责与患者沟通，予以相

应出院指导，并评估患者日常生活能力、自我护理

能力及生活质量情况，结合评估结果制定相应的院

后护理措施。③院后第 1周：按照赋能理论明确问

题、表达情况、制定目标、制定计划及评价结果等

五步制定延续护理计划，并进行上门随访。

（4）排便护理：如果出现大便干结、排便困难

等情况，不可强行用力，避免突然用力排便引起血

压升高，诱发脑血管意外。必要时，可给予开塞露

药物，平时多喝水，多吃富含纤维素多的食物，预

防便秘。

（5）病情监测：平时生活中，提醒患者注意自

我监测病情，准备血压仪，掌握监测血压的正确办

法，记录各方面数据。

（6）饮食和运动指导：结合患者的体重、升高、

性别以及饮食喜好等因素为患者制定相应的饮食计

划，均衡营养搭配，帮助患者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重视日常运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引导患

者主动参与锻炼，选择太极拳、健身气功等方式锻

炼，增强体质，预防疾病，降低血栓形成的概率，

同时还能改善肺功能，促进患者身体康复。

1.3 观察指标

本研究需收集两组患者在实施护理前后的临床

信息并加以分析，对比两组患者实施护理前后的神

经功能评分、生活质量评分以及生活活动能力评分。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2.0 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使用

sx  和 t表示计量资料，使用卡方和%表示计数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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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P＜0.05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研究结果

2.1 实验组和对照组护理前后神经功能评分对

比

护理前：

神经功能评分：实验组患者（55.24±6.33）分，

对照组患者（55.23±6.15）分，两组患者 SAS 评分

接近（t=0.006，P=0.995＞0.05）。

护理后：

神经功能评分：实验组患者（88.22±3.12）分，

对照组患者（69.36±4.15）分，实验组患者 SAS 评

分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t=19.896，P=0.001＜0.05）。
2.2 实验组和对照组护理前后生活质量评分对

比

护理前：

生活质量评分：实验组患者（63.88±9.16）分，

对照组患者（63.85±9.25）分，两组患者 SDS 评分

接近（t=0.013，P=0.990＞0.05）。

护理后：

生活质量评分：实验组患者（92.98±2.22）分，

对照组患者（76.45±1.41）分，实验组患者 SDS 评

分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t=34.426，P=0.001＜0.05）。
2.3实验组和对照组患者生活活动能力评分对

比

护理前：

实验组患者生活活动能力评分为（58.55±4.62）
分，对照组患者生活活动能力评分为（58.32±4.41）
分，两组评分接近（t=0.197，P=0.844＞0.05）。

护理后：

实验组患者生活活动能力评分为（87.26±1.36）
分，对照组患者生活活动能力评分为（69.25±3.15）
分，实验组患者生活活动能力评分高于对照组

（t=28.751，P=0.001＜0.05）。

3 讨论

高血压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疾病，也是引发心脑

血管疾病的最主要危险因素，高血压多发于中老年

人群，且血压水平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升高。近年来，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生活水平有所改善，

高血压发病率也逐渐增加，呈现出持续上涨的趋势
[4]。高血压的特点是人体循环动脉血压增高，并且

伴有心、脑、肾等人体重要器官功能损害[5]。临床

常对高血压性脑出血患者采取手术治疗的方式，能

够对患者的病情起到良好的控制和改善作用。

出于经济压力和患者自身的需求，大部分患者

在手术结束后选择回家休养，但患者及其家属通常

缺少疾病护理技巧，导致患者在家休养期间很难得

到良好的护理。基于赋能理论的延续性护理认为患

者是疾病管理成员之一，赋能以患者个体参与及所

致意识、行为变化为核心，使患者能够充分发挥自

我主观能动性，从而激发其康复潜能[6-7]。该方式可

使患者结合自身病情及需求制定相应的康复计划，

并不断反馈正向信息，增加正性情感，从而更利于

患者不断强化自身主动性，提高疾病认知度与自我

护理能力[8]。

综上所述，基于赋能理论的延续性护理能够有

效提升高血压性脑出血患者的生活活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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