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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随着国内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脑梗死发病率显著增

高，目前已成为严重威胁老年人身体健康的重要问题 [1]。

脑梗死后，可对患者神经功能产生不可逆性损伤，导致

偏瘫、运动障碍、认知障碍等，致使其生活质量下降。

现代康复医学认为早期给予脑梗死患者康复指导，可最

大程度地减轻其残疾程度，降低其神经损伤。为明确早

期康复护理在老年脑梗死患者中应用价值，现对此展开

探讨，报道如下。

一、资料与方法

1. 一般资料

选 取 我 院 2019 年 3 月 -2020 年 10 月 收 治 的 老 年 脑

梗死患者 100 例，随机将其分成常规组与干预组，每

组 50 例。 常 规 组 患 者 中 男 性 31 例， 女 性 19 例， 年 龄

60~81 岁， 平 均 年 龄（68.21±6.57） 岁 [2]。 干 预 组 患

者中男性 28 例，女性 22 例，年龄 61~80 岁，平均年龄

（68.85±6.21）岁。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比较无统计学

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诊断标准：所有患者均满

足 WHO 制定的脑梗死相关诊断标准。纳入标准：（1）家

属及患者知情同意；（2）术后恢复较好的患者。排除标

准：（1）痴呆患者；（2）认知功能障碍患者；（3）听力

及视力障碍患者；（4）合并严重基础疾病患者。

2. 方法

常规组实施常规护理；

干预组在控制组的基础上实施早期康复护理：（1）

早期心理康复：细心观察患者的心理反应，对其心理需

作者简介：尹苗苗，女，汉，陕西省扶风县，西安交通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护师，本科，邮箱：941710114@

qq.com，邮编：710004。

求予以及时了解，并给予相应心理疏导，告知其维持良

好心理状态，对患者提出的问题予以耐心解答，以促使

其保持良好心态积极接受治疗 [3]。（2）早期运动康复：

在患者各项体征趋于稳定后，结合其病情变化开展康复

训练，确保康复计划合理性、有效性，将相关注意事项、

康复训练的方法、目的、意义等予以详细告知。指导患

者可在卧床时活动四肢，可活动关节，伸手曲肘；待可

下床后，练习站立平衡训练和扭转，之后进行步行好活

动，也可进行打太极、散步等简单日常生活训练。另外

注意控制活动量和活动强度，保持循序渐进。（3）神经

功能康复：可将日常生活用品摆放在患者活动范围内，

可播放患者喜爱的电视、音乐等，可鼓励患者阅读书籍、

看包等，以形成感官刺激，以提升其认知功能和语言功

能。（4）早期按摩康复：对患者进行适当按摩护理，可

在其病情趋于稳定时，遵循由慢到快、由轻到重的原则

进行按摩，按摩手法为：采用拿捏法、揉按法对上肢患

侧皮肤进行按摩；可采用滚法按摩下肢，向下从大腿根

部直至足背，以出现刺激感为宜。

3. 评价指标

（1） 患 肢 运 动 能 力： 护 理 前 及 随 访 6 个 月 使 用

FAM-L 评定患者患肢运动能力，得分越高，表示运动能

力越好。以 10m 最大步行速度测定法（MWS）测定患者

行走能力，将时间精确到 0.1s，连续测定两次，取平均

值 [4]。（2）神经功能：护理前及随访 6 个月由专业人员使

用美国独立卫生研究院院卒中量表（NIHSS）评价患者

神经功能，得分越低，说明神经功能越好。（3）护理满

意度：出院前天 d 由护理人员指导患者使用我院护理满

意度评价表对本次护理服务满意情况进行评价，选项包

括非常满意、满意、不满意。护理总满意率 =（非常满

意 + 满意）/ 总人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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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统计学方法

老年脑梗死患者所有数据均使用 SPSS 23.00 软件分

析，患者年龄、NIHSS 评分肢体运动能力应用均数 ± 标

准差以（x±s）形式表示，采用 t 检验；患者的性别、患

肢运动能力、护理满意度及并发症使用（%）表示，其

中性别、并发症比较采用卡方检验，护理满意度比较采

用秩和检验，以 P<0.05 表示数据比较结果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二、结果

1. 两组患者患肢运动能力比较

护理前两组患者患肢运动各项指标差异比较无统计

学意义（P>0.05），护理后升高。其中干预组患肢 FAM-L

评分、MWS 高于常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患肢运动能力比较（x±s）

组别 n

护理前 护理后

FAM-L

（分）

MWS

（m/min）

FAM-L

（分）

MWS

（m/min）

常规组 50
20.26±

1.25

30.26±

2.35

32.85±

1.16

36.58±

2.16

干预组 50
20.28±

1.19

30.37±

2.38

41.87±

1.21

46.87±

2.19

t 0.025 0.037 17.650 15.597

P 0.954 0.901 <0.001 <0.001

2. 两组患者神经功能评分比较

护理前两组患者 NIHSS 评分差异比较无统计学意义

（P>0.05），护理后降低；其中干预组患者 NIHSS 评分低

于常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神经功能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n 护理前 护理后

常规组 50 7.26±1.09 4.74±0.51

干预组 50 7.29±1.13 2.69±0.47

t 0.037 5.674

P 0.916 <0.001

3.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

两 组 患 者 护 理 满 意 度 比 较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P<0.05），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n（%）]

组别 n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率

（%）

常规组 50 21（42.00）20（40.00）9（18.00）41（82.00）

干预组 50 35（70.00）13（26.00） 2（4.00） 48（96.00）

Z -8.627

P <0.001

三、讨论

脑梗死作为脑血管系统疾病的一种，近年来发病率

越来越高。脑梗死是指脑组织因缺氧引起的软化、坏死、

缺血等现象。本病多见于中老年人，以语言及肢体功能

障碍为主，对患者的生活及工作影响较大 [5]。康复医学

是临床研究的重要课题，能有效地改善患者的功能缺陷，

对有效地排除患者的功能障碍具有显著作用。随着医学

科技的飞速发展，对脑梗死患者的诊治思路逐渐发生了

改变。所以，做好患者的护理干预显得越来越重要。早

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干预才能达到预防为主、治

疗为辅的治疗效果。早期康复训练已被广泛应用于脑梗

死患者的临床治疗中，超早期康复训练在脑梗死的治疗

中已有一定的应用。患者通常在卧床 1 周后出现肌肉萎

缩，为缓解肌肉萎缩的症状，护士需定期协助患者做运

动及按摩，并协助麻痹肢体的各关节进行小范围内收、

伸、旋等运动，以恢复肌肉正常功能，减少肌肉的兴奋

性及肌肉张力 [6]。通过早期康复训练，可加快淋巴和血

液循环，促进机体代谢，帮助残余脑组织细胞恢复功能，

增强脑组织功能，减缓肌肉、皮肤、骨骼的萎缩，确保

患者正常的生活质量。通过饮食护理、心理护理等方式

开展早期护理干预，改善患者的生理、心理状况，使其

身心健康，保证护理工作的有序进行；同时对患者的语

言、肢体障碍进行评估，逐渐进行早期语言、肢体功能

锻炼，改善患者血液循环，对于尽快恢复患者的言语及

肢体功能，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具有积极的意义。

四、结束语

综上，在老年脑梗死患者中早期康复护理的运用价

值较高，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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