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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循证护理在脑梗死护理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马 圆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东关分院  陕西延安 

【摘要】目的 探讨脑梗死护理中应用标准化循证护理的效果。方法：将我院 2021 年 2 月~2022 年 2 月这一

年中，收治的脑梗死患者，选择 78 例患者进行研究，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对患者分组护理，39 例患者为对照组，

接受常规化护理，另外 39 例患者为观察组，应用标准化循证护理，展开 2 组患者护理的功能恢复情况。结果：

观察组患者与对照组患者的 NIHSS 评分、Fugl-Meyer 评分相比，护理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

后要比护理前的各项评分有所变化，其中观察组患者的 NIHSS 评分、Fugl-Meyer 评分显著更优，（P＜0.05）；

此外，护理前 2 组患者的 SAS 评分、SF-36 评分相比差异不显著，（P＞0.05），经过护理之后，2 组患者的 SAS
评分、SF-36 评分要比护理前有所改善，且观察组患者的各项评分优于对照组患者，（P＜0.05）。结论：对于脑

梗死患者的护理，临床应用标准化循证护理的效果最佳，利于改善患者的运动功能与神经功能，促进其尽早康复，

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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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effect of standardized evidence-based nursing in cerebral infarction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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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applying standardized evidence-based nursing in cerebral 
infarction nursing. Method: to our hospital in February 2021 to February 2022 this year, admitted to cerebral infarction 
patients, select 78 patients for study,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of patients group care, 39 patients for 
control group, accept routine care, another 39 patients for observation group, the application of standardized 
evidence-based care, care 2 patients functional recovery.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NIHSS scores and the Fugl-Meyer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patients and the control group patien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recare, 
(P>0.05), After nursing compared to the scores before nursing, The NIHSS score and Fugl-Meyer score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P<0.05); besides, The SAS score and SF-36 score of the first 2 groups were 
not significant, (P>0.05), After the nursing care, The SAS score in group 2, SF-36 score were improved than before care, 
Moreover, the scores of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For the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standardized evidence-based nursing has the best effect, 
which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ir motor function and neurological function, and promoting their early recovery, 
which is worth promoting. 

【Keywords】 Standardized evidence-based nursing; cerebral infarction; nursing effect 
 

脑梗死多由患者脑部缺血、缺氧所引起脑组织坏

死，往往经过及时且有效的救治之后，患者的病情得

以控制，但是在短期内无法摆脱疾病，依旧会有休克、

死亡的风险，所以临床治疗期间，需要加强对患者的

护理干预，帮助患者更快的恢复运动功能、神经功能，

以便患者早日回归社会。其中标准化循证护理作为一

种新型的护理模式，通常以权威的科研成果为理论基

础，结合临床经验为患者制定可行性的护理措施，由

此规范、科学的展开护理工作，这在很大程度上可提

高临床护理的质量与效果，促进患者尽快出院[1]。基于

此，本文将我院近一年中收治的 78 例脑梗死患者，分

组进行常规化护理、标准化循证护理展开具体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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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以下为临床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我院 2021 年 2 月~2022 年 2 月这一年中，收治

的脑梗死患者，选择 78 例患者进行研究，按照随机数

字表法对患者分组护理，39 例患者为对照组，接受常

规化护理，其中男患者与女患者比例为 20:19，年龄分

布 50 岁~83 岁，平均（68.62±5.79）岁，病程在 4 个

月~21 个月之间，平均（11.38±3.57）个月；另外 39
例患者为观察组，应用标准化循证护理，患者中男性

有 22 例、女性有 17 例，年龄分布 51 岁~82 岁，平均

（69.19±6.08）岁，病程在 5 个月~20 个月， 平均（12.55
±4.14）个月。2 组患者均符合脑梗死的诊断标准，且

患者及其家属知情本项研究，自愿签署调查同意书；

排除存在严重认知障碍、合并血液系统疾病、精神异

常及临床资料缺失等患者。我院伦理委员会对此次研

究进行审批后许可执行。根据 2 组患者临床中的年龄、

病程与性别等资料分析，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可

以比较，（P＞0.05）。 
1.2 方法 
（1）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化护理，护理人员对患

者进行生命体征的密切监测，并遵医给药，定时巡查，

发现异常情况立刻通知医生处理[2]。 
（2）观察组患者应用标准化循证护理，内容如下：

①成立循证小组，根据脑梗死患者的临床护理提出循

证问题，并收集相关文献与研究报道，探寻循证支持，

结合既往临床经验，评价护理措施的可行性，同时了

解患者康复需求，为其制定个体化的护理方案。②护

理人员要主动与患者沟通，借助康复的病例，对患者

进行心理支持与鼓励，引导患者诉说真实想法与感受，

给予患者针对性的疏导。③护理人员要对患者的营养

状态进行科学评估，按照病情康复的需要，把控患者

的日常热量摄入，并以患者的饮食偏好来选择食材，

促使其营养均衡，有规律的饮食。④在患者的生命体

征稳定之下，护理人员可指导患者适度的功能锻炼，

对患者进行良肢位摆放，协助患者展开被动活动，包

括握手、桥式运动等，来活动患者的各个环节，并且

循序渐进的恢复为主动活动，指导患者练习坐立、床

旁移动以及行走等，同时鼓励患者完成一些力所能及

的日常生活活动，比如穿衣、吃饭及如厕等等。⑤护

理人员可间隔 2-2h 辅助患者翻身，定时对患者进行肢

体的按摩，来加快其血液循环[3]。 
1.3 观察指标 
（1）以 NIHSS（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

评估 2 组患者护理前、护理后的神经功能损伤程度，

总分为 42 分，分值越低说明恢复越好；以 Fugl-Meyer
（肢体运动功能量表），对 2 组患者护理前、护理后

的上肢（66 分）和下肢（34 分）运动功能进行评定，

总分 100 分，分值越高说明恢复越好。（2）分别在护

理前、护理后，根据 SAS（焦虑自评量表）评估患者

的焦虑情绪，临界值为 T 分 50 分，分值越高焦虑越严

重；以 SF-36（简易生活质量量表）对 2 组患者进行评

价，总分 100 分，生活质量与分值呈正比。 
1.4 统计学分析 
由 SPSS20.0 统计软件分析研究数据，检验计量资

料对比，行 t，表示为（ x s± ），统计学意义差异标

准：p＜0.05。 
2 结果 
2.1 对比 2 组患者的功能恢复效果 
观察组患者与对照组患者的 NIHSS 评分、

Fugl-Meyer 评分相比，护理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护理后要比护理前的各项评分有所变化，其

中观察组患者的 NIHSS 评分、Fugl-Meyer 评分显著更

优，（P＜0.05）；见下表 1。 
2.2 对比 2 组患者 SAS、SF-36 评分 
护理前 2 组患者的 SAS 评分、SF-36 评分相比差

异不显著，（P＞0.05），经过护理之后，2 组患者的

SAS 评分、SF-36 评分要比护理前有所改善，且观察组

患者的各项评分优于对照组患者，（P＜0.05）；见下

表 2。 
表 1  2 组患者的功能评分比较[（ x s± ），分] 

组别 例数（n） 
NIHSS Fugl-Meyer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n） 39 17.16±3.08 10.19±1.57 40.33±5.28 87.69±10.18 

对照组（n） 39 17.22±3.11 18.47±2.66 40.58±5.04 80.44±9.14 

t 值  0.139 14.612 0.229 4.902 

p 值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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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 组患者的 SAS、SF-36 评分比较[（ x s± ），分] 

组别 例数（n） 
SAS SF-36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n） 39 58.38±5.31 38.01±4.93 45.82±6.79 72.37±7.36 

对照组（n） 39 57.99±5.51 47.19±5.64 46.04±6.55 67.09±7.16 

t 值  0.361 8.212 0.164 4.448 

p 值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由于脑梗死患者在治疗恢复期间，易于出现多种

功能障碍及并发症，不仅会延缓患者康复进程，还会

影响其日常生活。故而在对脑梗死患者成功救治之后，

便要加强对其护理干预，以此有效的改善患者的预后。 
相比常规化护理而言，标准化循证护理是一种以

患者为本的护理方式，通过对临床科研结论的收集与

归纳，将其作为护理的参考依据，来判断对患者护理

的可行性与有效性，同时结合以往的临床护理经验，

根据患者的实际康复需求，为患者制定更具个体化与

针对性的护理方案，确保各项护理工作更加科学、规

范，从而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饮食指导、用药行为

规范及协助其运动等，充分展现出临床护理的人性化

原则，以此帮助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进一步克

服功能障碍，从而逐渐恢复到正常的生活状态[4]。从本

文研究数据可见：观察组患者与对照组患者的 NIHSS
评分、Fugl-Meyer 评分相比，护理前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护理后要比护理前的各项评分有所

变化，其中观察组患者的 NIHSS 评分、Fugl-Meyer 评
分显著更优，（P＜0.05）；此外，护理前 2 组患者的

SAS 评分、SF-36 评分相比差异不显著，（P＞0.05），

经过护理之后，2 组患者的 SAS 评分、SF-36 评分要比

护理前有所改善，且观察组患者的各项评分优于对照

组患者，（P＜0.05），说明对患者实施标准化循证护

理，可明显改善患者的运动功能与神经功能。 
综上所述，对于脑梗死患者的护理，临床应用标

准化循证护理的效果最为理想，有助于患者的功能恢

复，对患者的预后具有积极的影响，值得在临床上进

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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