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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康复护理干预对于急性脑血栓患者的疗效分析 

吴小妮，陈秀玲，陈珠莲，吴珊珊 

海丰县彭湃纪念医院  广东汕尾 

【摘要】目的 探讨早期康复护理干预对于急性脑血栓患者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 2020 年 1 月-2021 年 1 月

于本院收治的 46 例急性脑血栓患者，按照护理干预方式的不同分为两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干预（23 例），

观察组采用早期康复护理干预（23 例），对比两组护理干预情况。结果 观察组致残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干预后焦虑评分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总

体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通过采用早期康复护理干预，能显著降低急性

脑血栓患者的致残率，有效缓解焦虑心理，改善神经功能损伤，提高满意度，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意义，值得推

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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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early rehabilitation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patients with 
acute cerebral thrombosis. Methods 46 cases of patients with acute cerebral thrombosis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0 to January 2021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nursing intervention methods.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23 cases),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early rehabilitation 
nursing intervention (23 cases). Results the disability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fter intervention, the anxiety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overall satisfac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early rehabilitation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disability 
rate of patients with acute cerebral thrombosis, effectively relieve anxiety, improve neurological function damage and 
improve satisfaction, which has high clinical significance and is worthy of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Keywords】early rehabilitation nursing; Acute cerebral thrombosis; Disability rate; Anxiety; Nerve function 
defect; Satisfaction degree; effect 
 

脑血栓是缺血性脑卒中的一种类型，由于脑动脉

壁病变、动脉管腔狭窄、闭塞最终出现的脑部疾病。

该性疾病与患者年龄呈正相关，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

伴随近些年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脑血栓疾病

的患病率逐年增高[1]。据我国卒中疾病相关研究报告显

示，在 16 年，我国脑血栓疾病的发病情况已达到每 10
万人中就有 276 万人患病。急性脑血栓患者的临床表

现是多种多样的，与患者病变的部位以及病灶的大小

都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再起康复护理干预可提高康

复效果，促进其生活质量的提升，避免致残[2-3]。为进

一步探讨早期康复护理干预对于急性脑血栓患者的应

用效果，我院对选取 2020 年 1 月-2021 年 1 月于本院

收治的 46 例急性脑血栓患者实施了研究，现将结果报

道如下： 
1 研究资料及方法 
1.1 研究资料 
选取 2020 年 1 月-2021 年 1 月于本院收治的 46 例

急性脑血栓患者，按照护理干预方式的不同分为两组。

其中对照组 23 例，年龄在 48-76 岁,平均年龄为 52.23
岁；男性 12 例，女性 11 例。观察组 23 例，年龄在 4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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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年龄为 53.56 岁；男性 16 例，女性 7 例。两

组患者一般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纳入：入选患者经过临床检查（脑血管彩超和其他实

验室检查）后被确诊为急性脑血栓，患者和家属认真

阅读研究知情文件，共同完成签署，研究中患者得临

床症状均符合国家有关临床脑血栓疾病的检查标准；

入选患者文化水平最低为中学，可以清楚了解研究的

各项流程；接受研究相关要求，自愿参加。排除：合

并其他严重慢性疾病的患者；存在意识和肢体功能障

碍，依从性较差的患者。 
1.2 方法 
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干预，例如：讲解疾病相关

知识和入院后的注意事项，多与其谈话，适当给予心

理疏导。保证病房的干净与整洁。观察组则采取早期

康复护理干预，具体方法为：①早期心理康复护理。

在入院后，立即掌握患者基本资料和病情状况，进行

全面评估，再根据患者的文化水平和认知能力进行健

康教育宣教工作。确保患者对疾病和治疗有正确的认

识。注重心理护理，在谈话中了解患者的心理变化，

分析不良心理情绪出现的原因，在给予有针对性的安

慰、鼓励、支持，让患者及家属明白积极配合治疗的

重要性，使其能正确面对疾病，建立战胜疾病的信心

与勇气。②早期饮食护理。尽早鼓励患者主动饮食，

根据其恢复情况和个人喜好，提供一些低盐、低脂肪、

高维生素的食物，嘱其多吃新鲜水果和蔬菜。注意进

食时，要小口慢咽，以免引起轻度吞咽困难。③加强

语言训练。可先进行听力刺激，在进行发音口型训练，

对错误字词进行指导和纠正。每天保持 1h 及以上的训

练时间。同时鼓励患者多与他人进行沟通，学习一些

知识，以争抢患者的记忆能力和学习能力。④指导体

位摆放。尽早帮助患者做好体位的摆放工作，让患者

以平卧、左侧卧和右侧卧相结合的方式，常更换体位，

以免一侧被压时间过长，防止褥疮。⑤加强肢体运动。

通过早期鼓励患者活动健肢来带动关节和患肢的运动，

加速血液流动，以免发生肢体功能退化。加强患肢的

按摩，保持动作轻柔，每天 2 次，每次 30min，避免肌

肉萎缩。注意运动量和强度以患者耐受为宜。对下肢

恢复情况较好的患者，应指导其进行短距离跑步。还

可通过开展写字、打算盘、穿衣等方式来训练患者的

上肢活动及灵活能力。 
1.3 观察指标及判定标准 
观察两组患者致残率情况。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 

AS）对患者护理前后焦虑情况进行评分，分值越高，

患者焦虑程度越严重。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在 Excel 中储存，采用 SPSS20.0 统计分

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 sx ±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

资料比较使用 χ2 检验或 Fisher 精确检验。以 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致残率及总体满意度比较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致残率明显低于对照组，

总体满意度高于对照组，组间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致残率及总体满意度情况[n，（%）] 

组别 例数 致残率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体满意度 

观察组 23 1（4.35%） 9 13 1 95.65% 

对照组 23 4（17.39%） 4 16 3 86.96% 

χ2 - 8.776 11.656 3.655 4.756 4.756 

P - 0.003 0.001 0.056 0.029 0.029 

 
2.2 两组患者 SAS 评分比较 
本研究结果显示，护理前，观察组和对照组 SAS

评分分别为（51.19±8.75）、（52.86±7.15）；护理

后，观察组和对照组 SAS 评分分别为（31.15±7.05）、
（41.29±9.26）。与护理前相比，两组 SAS 评分均有

所降低，且观察组降低程度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t=4.178；P=0.001<0.05）。 
3 讨论 
急性脑血栓是指人体脑部组织局部血管病变生成

血栓，血管内斑块长期在此聚集，管腔不断狭窄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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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塞，脑部供血中断，脑组织缺血缺氧乃至坏死。临

床上认为该项疾病与不良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和外在

社会环境等因素有关。对于急性脑血栓患者，发病后

4.5 小时是属于黄金时间窗，因此，在 4.5 小时内进行

静脉溶栓治疗，可在很大程度上恢复其神志，保护受

损脑细胞，降低脑代谢，控制脑水肿情况。但仍存在

不同程度的后遗症，对患者生活质量可造成巨大的损

害。 
本研究中，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实施早期康

复护理，能够有效弥补常规护理的缺陷，从而更加全

面、更有针对性的给予患者康复护理服务。通过心理

康复、饮食护理、语言训练、体位护理、肢体锻炼、

整理训练等方面，促使患者得到积极正确的康复质量，

尽早回归社会。 
综上所述，在急性脑血栓患者护理中应用早期康

复护理干预，可更好的促使患者神经功能评分的降低，

改善其负性心理情绪，提高满意度，降低致残率，具

有较高的临床应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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