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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脑血栓患者的早期治疗和干预工作至关重要，科学的治

疗方案以及高质量的护理能够帮助患者得到更好的生活质量，并

且通过改善患者的运动能力来预防压疮等并发症，促进患者生活

能够自理，最大限度的减轻患者自身和家庭成员的心理负担。良

好的护理是保证患者安全的重要途径，研究表明，在患者病情允

许的情况下，早期进行康复护理干预，帮助患者进行正确的的功

能锻炼，能够改善患者对照顾者严重依赖的状况，进而促进患者

的身心健康。我院为了提升急性脑血栓患者的生活质量，提高护

理水平，对急性脑血栓患者进行早期康复护理，通过分析发现，早

期康复护理通过用早期功能锻炼，早期协助患者做力所能及的日

常生活活动，能够显著改善患者的自我照护能力，加快患者的康

复进程。现将研究情况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随机抽取100例急性脑血栓患者的病历资料，患者均为老年，

疾病诊断明确，并且病情严重程度较为接近，年龄 / 性别等临床

资料都符合统计学比较的基本要求。本次研究经过患者家属的书

面同意，并且知晓研究内容，具体操作方法等。我院伦理委员会

审查通过，批准本次研究工作。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我院常规护理措施。实验组患者接受早期康

复护理措施，从整理护理和人文关怀的角度对患者开展护理，针

对患者的实际情况基于一对一护理的理念基于康复护理，包括：

饮食护理 / 生活护理 / 休息与活动，协助患者进行力所能及的自

我料理等。由于本病患者常会伴有肢体活动障碍，导致患者难以

自行翻身，针对这一问题，采取的护理措施主要有：在容易受压

的部位放上一块软枕，使患者的肢体保持共功能位，在适当的情

况下，帮助患者做被动运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防止肌肉萎缩，

预防压疮，增加患者的舒适度。翻身的频率一般为每两小时一次。

对于吞咽障碍的患者，协助患者做好口腔护理，预防感染等并发

症的发生，鼓励患者面对疾病，积极进行康复训练，多用积极的

鼓励的话语。部分患者会出现言语功能障碍，影响患者与周围人

的交流和沟通，患者往往会出现失落悲伤等负性情绪，护理人员

积极接纳患者的不良行为和心理状态，帮助患者进行言语功能训

练，制作常用语的小卡片，让患者用手指卡片内容，进而实现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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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本次研究主要对急性脑血栓形成患者的不同护理措施对患者的预后影响程度进行分析，明确早期康复护理干预应用的

科学性。方法：本次研究的总样量为100 例急性脑血栓形成患者，为了比较两种护理模式之间的差异，采用平均分组的方式进行分开研究，

50例患者进行早期康复护理，另外的50例患者采用常规护理措施进行对照实验。比较的主要指标为患者的自理水平等多个维度具体数据。结果：

实验组患者接受了早期康复护理，患者的发生跌倒等意外的风险相对较低，并且患者的自我照顾能力明显得到提升。通过两组患者的数据之

间差异能够看出，早期康复护理的患者具有并发症少，家庭成员的负担轻等特点，对于患者自身和家庭成员而言均能够受益颇多。结论：急性

脑血栓患者在病情允许的情况下，及早地进行康复护理能够预防长时间制动造成的运动能力下降，有助于改善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及早进行康

复训练对于减轻患者及家属的心理负担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急性脑血栓；早期康复护理；生活自理水平；并发症

者的言语交流。同时，鼓励患者放慢速度，循序渐进的训练言语

功能，必要时可以与患者进行肢体语言沟通，例如：点头/微笑/

大拇指 / 故鼓掌等容易使患者接受的内容和鼓励患者的内容，用

肢体语言表达给患者更加具有感染力。在进行康复训练的过程中，

护理人员及时纠正患者的动作要领，用示范的方法教会患者正确

地进行训练，进而保证康复护理的效果。

1.3 评价指标

本次研究通过患者护理后的评分比较来判断护理效果的差异

性。

2  结果

3  讨论

神经系统疾病的发生容易导致患者的生活质量严重下降，甚

至对家庭成员完全依赖，导致家庭负担加重。本次研究表明，早

期康复护理干预对于改善患者的生活水平功不可没。早期康复训

练的主要意义在于，及早地开始恢复功能的流程，预防并发症的

发生，使患者恢复功能的时间缩短。康复护理当中，患者由于对

照顾者的依赖容易形成悲观失落的心理，甚至丧失战胜疾病的勇

气和力量，护理人员用爱心接纳患者的不良情绪，积极鼓励患者，

是帮助患者重新找回自信的法宝。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与传统护理措施比较，早期康复护理干预对患者

的心理和身体的功能均有改善作用，是预防并发症，帮助患者最

大限度恢复功能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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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例数 神经功能缺损评分 日常生活能力评分

对照组 50 21.64±2.67 85.31±2.69

实验组 50 29.38±6.95 59.63±9.60

P值 ＜0.05 ＜0.05

两组患者护理后的评分情况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