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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精细护理方案对急性心梗合并脑梗死患者恢复 

情况的影响 

卢佳伊 

河北中石油中心医院，急诊科  河北廊坊  065000 

【摘  要】目的：分析精细护理方案对急性心梗合并脑梗死患者恢复情况的影响。方法：抽取我院 2022 年 1 月-2022 年 12 月 64 例急性心梗合并脑梗死患者

进行研究。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参照组与实验组，每组例数相同，均为 32 例。其中参照组常规护理，实验组精细护理。观察两组 FMA 评分、SAQ 评分、

BI 指数以及 Killip 分级。结果：干预后实验组 FMA 评分、SAQ 评分以及 BI 指数更高，P＜0.05。干预后，实验组 Killip 分级优于参照组，P＜0.05。结论：在急性心

梗合并脑梗死患者中，精细护理更利于改善患者心功能，促进肢体功能康复，提高患者生活自理能力，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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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心梗合并脑梗死是一种危及生命的严重疾病，对患者身心健康

带来巨大挑战。在这样背景下，有效的护理干预对于患者康复情况起着

重要作用。精细护理是一种个体化的、全面护理方法[1]，通过全面评估患

者病情和需求，制定个性化护理计划，并定期评估和调整，以提高护理

干预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旨在促进患者功能恢复，提高生活质量和自理

能力。本研究通过对 64 例急性心梗合并脑梗死患者进行研究，分析精细

护理方案对患者恢复情况的影响。 

1.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抽取我院 2022 年 1 月-2022 年 12 月 64 例急性心梗合并脑梗死患者

进行研究。随机分为参照组（32 例）与实验组（32 例）。参照组男性 20

例，女性 12 例，平均年龄为（60.23±3.12）岁；实验组男性 21 例，女性

11 例，平均年龄为（61.08±3.63）岁。两组一般资料无统计学差异（P>0.05）。 

纳入标准[2-3]：（1）确诊急性心梗并合并脑梗死。（2）病情稳定。（3）

自愿参与研究。 

排除标准：（1）其他严的心血管疾病或慢性疾病。（2）其他严重并

发症。（3）认知功能严重障碍或严重精神疾病。 

1.2 方法 

参照组常规护理，如观察病情、环境护理等。实验组精细护理：（1）

入院护理：对于急性心梗合并脑梗死患者，抢救时间非常关键，为了使

患者能够尽早接受必要治疗，建立绿色通道，优先安排患者住院手续，

加快转诊流程。入院后，对患者进行初步评估，包括生命体征监测、病

史询问、常规检查等，以及早发现并纠正任何危急情况。同时根据患者

病情，及时安排必要治疗措施。对于病情危重患者，设立专用病房或危

重监护室，提供高度监护和集中治疗，确保患者生命体征稳定。（2）饮

食护理：对患者进行全面营养评估，了解患者营养状况和需求，制定个

性化饮食方案。减少摄入高脂肪、高胆固醇、高盐、高糖等；为患者提

供含有丰富抗氧化剂、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素食物，如新鲜蔬菜、水

果、全谷物、低脂肪乳制品、鱼类等。根据患者咀嚼和吞咽能力，选择

合适食物质地和形态，如软质饮食、流质饮食或半流质饮食。对于食欲

不佳患者，可采取措施增加食欲，如合理安排用餐时间、少食多餐、改

善餐食味道和质量等，并鼓励患者主动进食。最后持续监测患者营养状

况和摄入情况，以便于及时调整饮食计划，确保营养摄入充足和均衡。（3）

心理护理：增加与患者沟通频率，耐心倾听患者倾诉，关注患者情绪变

化，鼓励患者积极表达内心感受，并提供支持和鼓励。同时采用专业心

理疏导技巧，帮助患者认识和理解自己疾病状况，减轻心理压力，培养

患者积极应对疾病能力，增强治疗信心。并向患者和家属提供相关疾病

知识，使其了解疾病发展趋势、预后、康复方式等，帮助患者树立正确

疾病观念。除关注患者心理状态外，也要关注患者家属情绪和需求，提

供心理支持，帮助其理解和应对患者病情带来的压力，增进医患之间的

信任和合作。（4）康复护理：根据患者病情和康复阶段，制定个性化康

复方案，如日常生活自理训练等，并逐步增加身体活动量。并根据患者

功能障碍情况进行言语重建、语言训练、认知训练等训练。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 FMA 评分、SAQ 评分[4-5]、BI 指数以及 Killip 分级。 

Killip 分级：Ⅰ级：无心力衰竭表现，患者无心脏杂音。Ⅱ级：有心

力衰竭征象，如呼吸困难、闷胸、肺部啰音，但无肺水肿。Ⅲ级：有明

显心力衰竭症状和体征。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7.0 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计量采用（ sx  ）表示，

行 t 检验，计数采用[n（%）]表示，行 2x 检验，P＜0.05 表示有统计学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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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果 

2.1 两组干预前后 FMA 评分、SAQ 评分以及 BI 指数对比 

干预前，两组 FMA 评分、SAQ 评分以及 BI 指数差异无意义，P＞0.05；

干预后两组 FMA 评分、SAQ 评分以及 BI 指数均提高，P＜0.05；但实验

组 FMA 评分、SAQ 评分以及 BI 指数更高，P＜0.05，详见表 1。 

2.2 两组干预前后 Killip 分级对比 

干预前，两组 Killip 分级差异无意义，P＞0.05；干预后，实验组 Killip

分级优于参照组，P＜0.05，详见表 2。 

表 1  两组干预前后 FMA 评分、SAQ 评分以及 BI 指数对比（ sx  ） 

FMA 评分（分） SAQ 评分（分） BI 指数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参照组 32 78.39±5.47 90.24±6.51 65.27±5.41 70.51±6.63 52.24±4.24 75.23±4.36 

实验组 32 78.29±5.12 96.37±7.01 65.63±5.61 81.53±7.32 52.21±4.32 87.34±5.05 

t 值  0.075 3.624 0.261 6.311 0.028 10.267 

P 值  0.470 0.001 0.397 0.001 0.488 0.001 

表 2  两组干预前后 Killip 分级对比（n/%） 

干预前 干预后 
组别 例数 

Ⅰ级 Ⅱ级 Ⅲ级 Ⅰ级 Ⅱ级 Ⅲ级 

参照组 32 4（12.50） 15（46.88） 13（40.63） 13（40.63） 12（37.50） 7（21.88） 

实验组 32 3（9.38） 16（50.00） 13（40.63） 20（62.50） 11（34.38） 1（3.13） 

t 值  0.175 6.028 

P 值  0.916 0.049 

3.讨论 

急性心梗合并脑梗死是一种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由于同时受到心

脑供血不足影响，往往并发症风险较大，从而使患者面临着较高死亡风

险。对于此类患者而言，除了接受常规治疗之外，还需接受持续的护理

干预，才能够逐渐恢复身心健康。但常规护理局缺乏个性化和全面性，

且常规护理对于患者心理健康的关注程度有限[6]，往往缺乏系统性的心理

护理计划。精细护理相对于常规护理具有更强个性化、全面性和系统性，

能够更好地满足患者护理需求，促进患者康复。因此，精细护理更具优

势，为患者康复和生存率提供更为有力支持。 

本研究中，干预后实验组 FMA 评分、SAQ 评分以及 BI 指数更高，P

＜0.05。干预后，实验组 Killip 分级优于参照组，P＜0.05。提示精细护理

可促进患者功能恢复，改善生活自理能力。其原因在于精细护理能够全

面评估患者病情和需求，并制定个性化护理方案，提高护理干预的针对

性和有效性。在病情稳定后，通过康复训练和定期康复评估，协助患者

进行运动康复、日常生活自理训练、语言和认知康复等，促进肢体功能

和生活自理能力逐步恢复。通过情绪支持、心理疏导和社会支持等心理

护理手段，帮助患者应对焦虑、抑郁等，并改善患者对心脏病认知和态

度，提高对康复信心。在饮食护理方面提供营养评估、饮食指导和营养

监测，帮助患者维持良好营养状态，促进身体康复和功能恢复。此外，

持续护理教育、及时调整康复计划等措施，有利于减少并发症发生，提

高患者生存率和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在急性心梗合并脑梗死患者中，精细护理更利于改善患

者心功能，促进肢体功能康复，提高患者生活自理能力，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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