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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健康教育在青年脑梗塞患者护理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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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探讨健康教育在青年脑梗塞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本院神经内科 2017 年 8 月至 2018 年 12 月收治的 100 例青
年脑梗塞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患者各 100 例，对照组患者采取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患
者在常规护理基础上给予其健康教育，比较两组患者治疗依从性。结果 观察组患者治疗依从性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 给予青年脑梗塞患者健康教育可有效增强患者对疾病的认知，提升其治疗依从性，值得进一步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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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脑梗死患者是指年龄在 45 岁以下的脑梗死患者[1]。随着
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习惯的改变，脑梗塞的发病呈现越来越明显
的年轻化趋势。国内有报道青壮年脑梗死占全部脑梗死的 2.7% ~ 
14%[2]。青年患者正处于学习、生活、工作的关键时期，一旦发生
脑梗塞，将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护理工作是青年脑梗塞患者
顺利康复的重要保障，对青年脑梗塞发生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有
针对性的实施护理措施，促进患者尽快康复，预防再次发生脑梗塞，
是降低患者损失的重要途径。因此本研究进行了初步探讨，现将结
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神经内科 2017 年 8 月至 2018 年 12 月
收治的 200 例青年脑梗塞患者为研究对象，男 148 例，女 52 例，
年龄 18~40 岁，平均（30.96±9.67）岁。随机选取 100 例作为观察
组，另 100 例作为对照组。2 组患者性别、年龄、伴发疾病及既往
史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包括按医嘱用药、运动指导
和饮食指导。观察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进行健康教育。具体操作
步骤如下：（1）生活指导：BMI 是引起青年脑梗塞的因素之一。BMI
是衡量患者是否肥胖的有力指标。在青年脑梗塞患者中，BMI 普遍
升高，这说明肥胖是引发脑梗塞的原因[3]。（2）体育指导：在护理
工作中，应加强对患者的健康教育，向患者及家属普及肥胖对机体
的损害，使其建立积极运动的信心。根据患者的病情和肢体活动情
况，帮助患者采取散步、慢走、慢跑等多种运动方式，保证活动量，
控制体重，加强饮食控制，避免摄入过多能量，营养过剩。在纠正
肥胖的同时，也间接改善患者的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等多种
脑梗塞发病危险因素。吸烟能够损伤血管内皮，过量饮酒导致血压
升高，酒精同时能够引起脑血管平滑肌收缩，引起脑梗死[4]。（3）
心理护理：由于青年脑梗死患者正处于人生的黄金阶段，是家里和
社会的顶梁柱，而脑梗死造成患者不同程度的生活障碍，且病程长，
使得患者不能正确面对现实，产生抑郁焦虑，甚至自卑悲观的不良
心理反应。作为医护人员要随时观察患者的情绪变化，讲解脑梗死
相关的疾病发生原因，危险因素、临床表现及治疗与预后情况，处
处关心他们，尽最大可能满足病患的合理要求，勤巡视病房与患者
交流沟通，减少患者的不良情绪，帮助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 

1.3 评价标准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依从性。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SPSS20.0 统计学软件分析，计量资

料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
用百分率表示，组间对比采用χ2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观察组患者治疗依从性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依从性比较 
组别 依从 一般依从 不依从 依从率 

对照组（n=100） 64 25 11 89% 
观察组（n=100） 85 12 3 97% 

3 讨论 
青年发生脑梗塞的危险因素众多，如肥胖、高脂血症、高血压、

高血糖之间是相互作用的；相应的，针对这些危险因素实施的护理
对策也不是独立存在的，在饮食护理、运动锻炼护理、戒烟限酒、
控制血压、血糖、调节血脂等多种护理工作中，各个部分相互穿插、
共同作用，在多个方面进行护理工作[5]，使患者的饮食、运动、服
药等各方面均得到相应的护理，从而共同发挥护理作用，在各个危
险因素发挥护理干预作用，从而降低青年人发生脑梗塞的危险。 

综上所述，早期、及时、正确的对患者实施康复训练，提高临
床治疗效果和患者生活质量，最大限度地减少残障，提高青年脑梗
死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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