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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照护对老年脑梗死偏瘫患者生存质量的影响

韦兰静
河池市第三人民医院  547000

【摘要】目的	对老年脑梗死偏瘫患者实施居家照护对于生存质量的影响进行统计分析。方法	笔者在我院

2018.1~2020.1时间段内收治的老年脑梗死偏瘫患者中随机抽取100例进行观察分析，结合护理干预方案差异分为对照组（50

例，常规机构照护）和实验组（50 例，机构照护联合居家照护），对其各项观察指标改善情况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实验

组患者完全自理和部分自理占比较高，且普遍为无抑郁或是轻中度抑郁，同时，其睡眠质量评分明显低于对照（P<0.05）。

结论	针对老年脑梗死偏瘫患者在常规机构照护基础上配合居家照护，对于患者的生存和睡眠质量改善作用显著，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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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梗死属于神经科高发的脑血管系统疾病，多发生于

老年人群体，易诱发患者致残和死亡等不良后果。患者发生

脑梗死症状后，其脑组织功能会受到直接的损害，进而增加

脑血管时间的复发率，患者临床治疗后也存在较为明显的活

动障碍问题，常见症状包括口齿不清、口眼歪斜、肢体麻木

等。偏瘫是一种脑梗死后常见并发症，且康复治疗周期很长，

这也会导致患者的治疗依从性有所降低，并出现多种不良情

绪问题，影响肢体功能的恢复和疾病治疗效果。以往的医学

研究结果证实，发病后 90d 以内是老年脑梗死偏瘫患者康复

治疗的黄金时段，能够有效控制各项临床症状，但是对于患

者出院后的居家康复治疗工作，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在我院

2018.1~2020.1 时间段内收治的老年脑梗死偏瘫患者中随机

抽取 100 例进行观察分析，并以此为依据对老年脑梗死偏瘫

患者实施居家照护对于生存质量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笔者在我院 2018.1~2020.1 时间段内收治的老年脑梗死

偏瘫患者中随机抽取 100 例进行观察分析，男 58 例，女 42

例，年龄 61~83 岁，均值（73.5±9.5）岁，其中，左侧偏瘫

40 例，右侧偏瘫 60 例。结合护理干预方案差异分为对照组

和实验组，其中，对照组 50 例，男 29 例，女 21 例，年龄

62~83 岁，均值（73.8±9.2）岁，左侧偏瘫 20 例，右侧偏

瘫 30 例，实验组 50 例，男 29 例，女 21 例，年龄 61~81 岁，

均值（73.0±9.1）岁，左侧偏瘫 20 例，右侧偏瘫 30 例，两

组无明显差异（P>0.05）。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接受常规医疗机构照护，具体措施：第一，

健康教育。针对患者及其家属共同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健康教育服务，每周 1~2 次，并向患者家属发放宣教资料，

增强其疾病认知，提高康复治疗的配合度。第二，心理疏导。

护理人员每天定时与患者交流，通过心理疏导、转移注意力、

心理暗示和情感支持等方式改善其心理状态。第三，康复训

练。结合患者偏瘫程度确定康复训练方法，他人协助或是设

备辅助下开展健侧手部和肘部的力量训练，保持坐位平衡，

护理人员协助其完成使用餐具、个人卫生等日常生活活动。

实验组在此基础上配合居家照护服务，具体措施：脑梗死偏

瘫患者出院后无法及时接受专业的机构照护，社区护士和患

者家属每天 2 次协助患者完成康复训练，医院护士根据患者

病情实施连续性家庭访视。

1.3 观察指标

1 生活自理能力。经日常生活活动（ADL）评分系统判

断患者生活自理能力状态，完全自理为患者日常基础活动能

力改善，如厕无需辅助，能够独立行走，但需要配合体能或

是技能训练，部分自理为患者可以由外界辅助完成各项活

动，但无法完全无法独立活动。2 心理状态。经汉密尔顿抑

郁量表评估其不同时点心理状态，评分在 0~2 分之间，0 分

为无抑郁表现，1 分为轻中度抑郁，2 分为重度抑郁。3 睡

眠质量。经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判断患者睡眠质量，评分在

0~21 分之间，患者评分越高，则其睡眠质量越差。

1.4 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团队全部工作人员均通过 Excel 表格对相关数据

资料进行整理记录，经 SPSS22.0 软件对表格进行处理分析，

以此为依据判断整体疗效。

2 结果

2.1 两组不同时点患者生活自理能力比较

在实施预定方案护理干预前，患者生活自理能力数据

比较无差异（P>0.05），实验组研究结束后的患者完全自理

和部分自理占比较高，数据优势明显（P<0.05）。如表 1 所示。

2.2 两组不同时点生活心理状态情况比较

在实施预定方案护理干预前，患者生活心理状态情数

据比较无差异（P>0.05），实验组研究结束后的患者无抑郁

占比较高，数据优势明显（P<0.05）。如表 2 所示。

2.3 两组不同时点睡眠质量情况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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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施预定方案护理干预前，患者睡眠质量情况数据

比较无差异（P>0.05），实验组研究结束后的患者睡眠评分

结果较低，数据优势明显（P<0.05）。如表 3 所示。

3 讨论

脑梗死是我国死亡率较高的一种神经系统疾病类型，

每年死亡人数在 195 万以上，而脑梗死生存患者的致残率也

在 50% 左右，由此所导致的人体机体功能缺陷问题也对于

患者的生活质量、睡眠质量和心理状态都会产生十分严重的

不良影响，因而康复治疗方案的应对对于患者生活质量、身

心状态和肢体活动能力的改善作用显著 [1]。以往患者通常选

择患侧卧位、健侧卧位或是仰卧位，配合常规的居家、社区

或是机构照护服务，结果证实，患者运动能力和生活质量改

善明显 [2-3]。

导致老年脑梗死偏瘫患者生活质量和睡眠质量降低的

主要原因在于，经会导致患者出现易惊醒、早醒、睡眠、机

体功能降低和免疫力下降等问题，因而各类疾病的发生率也

相对较高，其大脑中枢神经细胞会发生明显损耗，进而造成

脑细胞衰退，影响患者的正常睡眠和机体活动，进而降低其

睡眠和生活质量，诱发不良心理情绪 [4-5]。

综上所述，针对老年脑梗死偏瘫患者在常规机构照护

基础上配合居家照护，对于患者的生存和睡眠质量改善作用

显著，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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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不同时点患者生活自理能力比较 [n/%]

组别 例数 ( 例 )
完全代理

护理前     　　护理后

部分自理

护理前     　　护理后

完全自理

护理前     　　护理后

实验组 50 17（34.00） 2（4.00） 19（38.00） 18（36.00） 14（28.00） 30（60.00）

对照组 50 15（30.00） 17（34.00） 19（38.00） 11（22.00） 16（32.00） 22（44.00）

T 值 0.368 29.240 0.000 4.760 0.381 5.128

P 值 0.544 0.000 1.000 0.029 0.537 0.024

表 2  两组不同时点生活心理状态情况比较 [n/%]

组别 例数 ( 例 )
无抑郁

护理前    　　　 护理后

轻中度抑郁

护理前   　　　  护理后

重度抑郁

护理前    　　　 护理后

实验组 50 17（34.00） 38（76.00） 27（54.00） 10（20.00） 6（12.00） 2（4.00）

对照组 50 20（40.00） 24（48.00） 22（44.00） 15（30.00） 8（16.00） 11（22.00）

T 值 0.772 16.638 2.001 2.667 0.664 14.324

P 值 0.380 0.000 0.157 0.102 0.415 0.000

表 3  两组不同时点睡眠质量情况比较 [n/%]

组别 例数 ( 例 )
0~7 分

护理前     　　护理后

8~14 分

护理前     　　护理后

15~21 分

护理前    　　 护理后

实验组 50 15（30.00） 35（70.00） 27（54.00） 9（18.00） 8（16.00） 3（6.00）

对照组 50 18（36.00） 24（48.00） 22（44.00） 18（36.00） 10（20.00） 8（16.00）

T 值 0.814 10.004 2.001 8.219 0.542 5.107

P 值 0.367 0.002 0.157 0.004 0.462 0.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