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护理医学杂志 2022年第 1卷第 4期
Journal of Modern Nursing https://jmnm.oajrc.org/

- 157 -

心理护理结合个案管理在脑卒中患者中的应用

张 衎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陕西西安

【摘要】目的 于脑卒中患者护理工作中实施心理护理结合个案管理模式后，分析其取得的干预价值。

方法 选取我院 2019年-2021年接受治疗脑卒中患者 100例为观察对象，采用电脑数字随机数字表法予以分

组，包含对照组中 50例患者，行常规护理模式，观察组患者采用心理护理结合个案管理。探究并对比两组

患者的相关护理指标。结果 护理前数据对比无意义，P＞0.05；护理后 HAMA 评分与 HAMD 评分观察组

比对照组低，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护理后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改善度优于 5对照组，数据

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护理后的各项生活质量指标均高于对照组，数据对比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心理护理结合个案管理对脑卒中患者的恢复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对患者的神

经功能缺损程度加以改善，降低不良心理情绪的发生，对患者预后生活质量提升有促进作用，值得推广与

应用于脑卒中患者临床护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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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intervention value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of stroke patients.Methods
100 stroke patients treated from 2019 to 2021 were selected and grouped, including 50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used psychological care combined with case management. Explore and compare
the relevant nursing indicators of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Pre-nursing data comparison was meaningless,
P> 0.05; HAMA and HAMD scores were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neurological deficit score wa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quality of life wa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nd data difference (P
<0.05). Conclusion Psychological nursing combined with case managemen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recovery
of stroke patients, which can improve the degree of neurological defects of patients,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bad
psychological emotions, and promot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prognosis, which is worth popularizing and
applying in the clinical care of stroke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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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是全球第二大死亡原因，近年来，中风

已成为中国的第一大死因，也是中国成年人致残的

主要原因[1]。目前，医学上还没有找到具体有效的

治疗方法。预防是治疗中风患者的最佳方法。临床

有效护理对脑卒中患者的预后非常重要[2-3]。本文章

则是为了探讨心理护理结合个案管理模式应用在脑

卒中，分析其取得的护理价值，具体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选取我院 2020 年接收治疗脑卒中患

者 100例为观察对象，纳入标准①本研究观察者均

与研究指标完全符合；②在其入院治疗后均对其实

施系统化临床检查工作；③本研究观察者未纳入处

于孕期阶段的女性群体或者新生儿群体；④本研究

者未伴随存在家族遗传病或者不良传染性疾病等治

疗或者患病历史；⑤本研究者对研究内容（如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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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与治疗效果等）均进一步了解与清楚，且其家

属主动和我院签署一系列研究知情协议书；⑥患者

均积极配合本研究进行相关检查。以电脑数字随机

数字表法作为分组依据，观察组纳入 50例病患，男

性病患 30例，女性病患 20例，患者年龄 59~75岁，

平均（63.20±4.31）岁。对照组纳入 50例病患，男

性病患 22例，女性病患 28例，年龄 50~76岁，平

均（65.00±5.34）岁。100例患者的基本资料对比无

差异性，P>0.05，有可比性。

1.2方法

1.2.1对照组

对照组患者以常规护理模式为主，具体内容则

是从脱水护理展开，促进脑细胞代谢，进一步实现

颅内压降压、营养神经细胞等，并对患者日常生活

进行指导，详细观察、记录患者的病情变化，一旦

病情有突变可能，则需及时加以处理。

1.2.2观察组

观察组患者采用心理护理结合个案管理，①成

立病例管理团队，组员为：选择副教授职称的主治

医师 2 名，两名康复医师和四名本科以上学历的护

士长组成。护士长的工作年限为五年以上。在开展

具体工作之前，该研究所将首先培训四名主要护士

的病例管理内容，囊括理论、实践 2方面内容。其

中理论侧重于知识学习与分析，即对中风、护理以

及肢体康复知识、中风治疗中的预防措施、病例管

理的基础知识、沟通方法和技巧、心理护理措施等。

实践部分包括交替在康复和心理科的咨询室。当在

实习完毕，需进一步对演示案例管理流程加以完善，

在回顾完善中逐渐发现问题，随后对其进行有效解

决，提升实际应用能力。整个培训是 20小时的理论

和 20小时的实践。在工作流程中，四名护士负责评

估、规划、实施、协调、监督和评估整个病例过程。

② 创建一个文件，医疗保健经理应记录观察组患者

的动态评估，包括患者的心理状态、环境、疾病知

识需求和自我护理，并为患者制定个人康复计划。

同时，在实际护理中，需指导患者根据治疗方案实

施功能锻炼，以此提升中枢神经系统兴奋性、紧张

性，并且在司机训练中恢复锻炼控制组织器官能力，

实现神经系统功能恢复的目的。③心理疏导，中风

患者往往难以接受生理功能障碍造成的日常生活困

难，并容易产生恐惧、消极、悲观和易怒。患者陷

入绝望和焦虑状态。考虑到这种心理状况，病例管

理护士提供心理咨询，鼓励患者建立战胜疾病的信

心，向患者及其家人解释疾病的来源、预后等，逐

渐提高患者自身对疾病的理解，这有助于患者发挥

其剩余的功能和潜在优势，还需定期组织患者及其

家属参加健康讲座，在患者之间建立情感支持，鼓

励患者交流病情，相互帮助和支持，组织各种形式

的讨论，鼓励患者尽可能多地参与娱乐活动，快乐

和减少精神疾病。

1.3观察指标

①不良情绪评价，借助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HAMA）、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进行数

据统计、分析，患者所得分值与抑郁程度呈现负相

关，即分值越低患者不良情绪越少。②采用改良

Barthel指数（MBI）评估神经功能缺损程度，MBI：
共 10项，每项 0~15分，总分 100分，≤ 40分表示

不能照顾自己，41~59分表示部分自我照顾，以及≥
60分表示基本的自我照顾。得分越高，ADL能力越

强。③生活质量的每个项目满分 100分，分数越高

代表患者状态越好。

1.4统计学方法

用 SPSS 20.0 软件对所统计的研究数据进行处

理和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χ±s）表达，

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达，采用χ2检验。

如果 P<0.05，则说明差异有统计学有意义。

2 结果

2.1两组患者护理前后 HAMA、HAMD测评结

果比较

护理前观察组患者的 HAMA与 HAMD评分分

别为（29.02±3.01）分、（25.67±3.58）分，对照组

患者的 HAMA与 HAMD评分分别为（28.96±2.95）
分、（25.98±3.62）分，两组患者护理前的 HAMA
与 HAMD 评分比较差异较小，（P＞0.05），护理

后观察组患者的 HAMA 与 HAMD 评分分别为

（9.26±2.18）分、（10.49±1.06）分，对照组患者的

HAMA 与 HAMD 评分分别为（15.64±3.65）分、

（17.03±2.21）分，观察组患者不良情绪数据低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神经功能缺损程度比较

护理前观察组患者的MBI评分为（43.28±7.38）
分，对照组患者的 MBI 评分为（43.54±8.91）分，

两组患者护理前的MBI 评分比较差异较小，（P＞
0.05），护理后观察组患者的MBI评分为（68.52±9.91）
分，对照组患者的 MBI 评分为（53.90±9.03）分。

即护理后观察组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比对照组优异，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3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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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患者的躯体功能、角色功能、情绪功能、

认知功能、社会功能评分分别为（80.54±1.64）分、

（88.75±2.64）分、（88.98±1.65）分、（88.97±1.21）
分、（80.66±1.43）分，对照组患者的躯体功能、角

色功能、情绪功能、认知功能、社会功能评分分别

为（66.73±3.16）分、（73.24±1.30）分、（77.63±1.42）
分、（79.46±1.77）分、（68.21±2.92）分。即护理

后观察组生活质量各项评分比对照组高，有统计学

意义（P<0.05）。

3 讨论

脑卒中严重威胁到患者的生命安全，患者会对

病情诊断结果产生恐惧和害怕焦虑心理，对确诊前

的身体变化过于警惕；诊断后会出现焦虑、悲伤、

抑郁和疼痛感等情绪感受，甚至主观上否认病情；

治疗中容易出现恐惧、幻觉和自尊丧失等精神障碍；

最后，可能会有妄想、绝望和屈服等心理状态降低

其生活质量，因此在为患者提供有效治疗的同时，

采取科学的护理措施非常重要[4]。为了进一步提高

治疗效果，护理人员需要做好相关心理护理干预，

常规的临床护理无法对每位患者进行针对性护理干

预，护理形式较为统一，对于可能会发生的一些并

发症也不能进行提前预防[5]。

个案管理是一种全新的护理模式。美国护理协

会将病例管理定义为“提供特定人群并协调其医疗

服务的灵活、系统和合作方法”[6]。同时心理护理通

过对患者进行科学护理，进一步疏导患者心理压力，

使患者能够积极配合护理工作开展，提高患者对疾

病的认识，促进患者在诊疗中的配合，实现提升手

术效果目的[7]。在心理护理结合个案管理干预下，

不但使患者能够正确对待自己的疾病，也能大大降

低了患者治疗期间的应激反应和交感兴奋性，有助

于提高治疗效果，减少患者焦虑等不良情绪，以关

爱、友善的态度提供及时护理，满足患者合理需求，

体现“三贴近”的服务宗旨，将被动服务转变成主动

服务，实现护理质量提升的目的[8-9]。本次研究报告

中，观察组患者经过心理护理结合个案管理后，与

对照组的常规护理效果相比，各项指标均优于对照

组，进一步说明心理护理结合个案管理在妇科肿瘤

患者患者中的护理效果明显，有重要临床应用价值。

综上所述，针对性心理护理在脑卒中患者的临

床应用中具有重要作用，可降低不良情绪发生，可

以有效促进身体康复，值得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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