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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脑梗死患者应用早期情志护理对其负性情绪、
康复护理依从性的影响
闫丽娟

金塔县人民医院  甘肃  酒泉  735300

摘要 : 目的：分析研究实施早期情志护理对老年脑梗死患者负性情绪、康复护理依从性的影响。方法：于 2019 年 11 月

-2020 年 12 月开展研究，随机抽取的 70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以计算机随机等额法分组，各 35 例。对照组实施常规护

理，观察组以对照组为基础实施情志护理。对比分析患者负性情绪改善及康复护理依从性变化。结果：观察组康复护理依

从性高于对照组，患者负性情绪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实施早期情志护理，可显著提升老年脑梗死患者护

理干预措施，改善患者负性情绪，提升患者康复护理依从性，为各项工作开展奠定良好基础，应用价值显著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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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梗死具有“三高”特点（残疾率、死亡率和发病

率高），护理时难度较大，加之老年人对疾病认知度低，

会因为疾病症状诱发严重的负性情绪，例如紧张、惊恐、

抑郁及焦虑等，不良情绪会加重疾病发展或是导致疾病

复发，对治疗效果存在直接影响，为此临床护理中需要

针对患者情绪特点，实施切实有效的护理干预措施，缓

解不良情绪，提升患者依从性，保证治疗及护理效果 [1]。

本次研究对本院收治的老年脑梗死患者，在常规护理同

时辅以情志护理获得满意效果。现将护理方法和研究结

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于 2019 年 11 月 -2020 年 12 月开展研究，随机抽取

的 70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以计算机随机等额法分组，各

35 例。观察组，男 23 例，女 12 例，年龄 60-75 岁，平

均（65.21±3.25）岁。对照组，男 21 例，女 14 例，年

龄 60-76 岁，平均（65.30±3.42）岁。纳入标准：患者

均经综合检查确诊疾病，意识清晰可正常交流，患者及

家属对研究知情同意；排除标准：精神疾病患者，意识

障碍患者，丧失语言能力患者。分组资料，具有同质性

（P>0.05）。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护理应用常规模式，对患者进行常规疾

病知识宣教、入院指导、满足患者合理要求；依据医嘱

给予药物和康复护理；密切监测患者生命体征，根据实

际情况给予营养支持。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实施情志护理：（1）开展早

期情志护理前，首先护理人员需要赢得患者的信任，日

常巡视中多和患者交流，对患者进行鼓励，耐心倾听患

者心声，确保构建良好的护患关系，能够让患者信赖自己，

从而能够提升患者依从性，能够接纳专业的意见和建议；

（2）综合考虑患者疾病情况，家庭情况，社会支持和性

格特点，实施个性化的情志护理方案；对于焦虑感明显

患者，重在提升阳气，帮助其放松情绪，可以利用移情

法转移其注意力；对于抑郁情绪明显患者，可以邀请良

好恢复患者进行经验分享，坚定康复信心；对于乐观的

患者，需要加强疾病及康复知识宣教，提高患者疾病认

知能力，可提升自我护理能力；对于依赖心理较为明显

的患者，护理人员需要尽量赢得家属支持，共同配合辅

助其开展康复训练；对于易怒患者，可以多和其进行交流，

告知不良情绪对疾病和健康的影响，指导其掌握呼吸减

压法，稳定情绪；（3）对家属进行必要指导，积极发挥

家庭成员的推动作用；要求家人耐心关爱和照护患者，

生活上尽量给予着走到的关怀，让患者充分感受到家人

的关爱，从而逐步缓解不良清理状态；详细告知药物可

能存在的不良反应、持续时间和处理措施，避免家属误解，

提高用药依从性；（4）说明早期康复训练的必要性，确

保患者遵从医嘱早期开展康复锻炼；进行必要行为干预，

告知不良生活习惯对疾病恢复的影响，鼓励患者戒烟戒

酒。

1.3 观察指标

评估两组患者焦虑抑郁情绪改善情况，以 SAS 焦虑

评估量表及 SDS 抑郁评估量表评估，分界值分别为 50 分

及 53 分 [2]。

依据量表评价患者康复护理依从性，量表百分制，

以依从性良好（≥ 85 分），基本依从（84-60 分），依

从性较差（＜ 60 分）作为评价标准。

1.4 统计学分析

研究数据输入 SPSS22.0 软件中进行统计学分析，计

数资料用n(%）表示，用x2检验，计量资料用（±s）表示，

用 t检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依据为 P＜ 0.05。

2 结果
2.1 干预前后负性情绪两组对比

观察组及对照组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评分与干预

前差异不显著（P>0.05）；观察组干预后的 SAS 评分及

SDS评分，相比对照组指标明显更低（P<0.05）。见表 1。



8

2021 年 3 卷 5 期 ISSN:2705-0440(Print); 2705-0459 (Online) 

表 1 干预前后负性情绪两组对比（ x false±s，分）

组别 例数

SAS 评分 SDS 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35 58.6±3.6 38.0±2.1 60.1±5.2 42.0±3.8

对照组 35 57.9±4.0 46.2±3.1 59.8±4.6 45.7±3.4

t 0.770 12.956 0.256 4.293

P 0.444 0.000 0.799 0.000

2.2 康复护理依从性两组对比

两组患者康复护理依从性对比，对照组低于观察组， 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 2 康复护理依从性两组对比 [n（%）]

组别 例数 依从性理想 基本依从 依从性较差 依从率

观察组 35 15 16 4 31（88.6）

对照组 35 10 13 12 23（65.7）

x2 5.185

P 0.023

3 讨论
脑梗死也被称为脑栓塞、脑梗死，属于脑血管疾病

其中一种，主要是因为脑部发生血液供应障碍、缺氧缺

血后脑局部组织发生缺血性软化或是坏死，因此也被称

为缺血性脑卒中 [3]。患者发病突然进展迅速，通常在发

病后 2 到 3 分钟即可达到顶峰，极易诱发偏瘫、癫痫、

语言功能障碍、感觉障碍等症状 [4]。

脑梗死是老年人常见和高发的疾病，本病会对患者

的身体和心理健康以及老年患者晚年生活质量造成严重

的影响[5]。老年人身体素质稍差，多伴有其他基础性疾病，

加之疾病发生突然，且后遗症较为多见，因此老年患者

存在较大的心理压力和负性情绪，主要是因为对疾病缺

乏足够认识，加之环境、自我角色转变等因素影响导致，

负性情绪会对疾病治疗及康复护理产生消极影响。为此

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实施情志护理，首先获得患者信任，

同时根据患者及家庭情况给予合理的健康宣教，并进行

行为干预，同时利用移情、心理暗示等方法缓解患者负

性情绪，提升治疗依从性和康复信心，能够配合完成各

项工作，从而提升疾病康复效果 [6]。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干预后的 SAS 评分及

SDS 评分，相比对照组指标明显更低；患者康复护理依

从性，相比对照组更高（P<0.05）。说明情志护理在老

年脑梗死患者护理中应用价值显著，可发挥其临床干预

优势，改善患者情绪并提升其康复护理依从性。

综上可知，实施早期情志护理，可显著改善老年脑

梗死患者负性情绪，提高其康复护理依从性，对促进疾

病转归具有积极意义，值得重视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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