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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性目标护理干预在老年脑卒中患者中对心理状态及生活质量

评分的影响
施琳柳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 200032

【摘 要】：目的：探究在老年脑卒中患者中应用阶段性目标护理干预的效果。方法：选取 100例老年脑卒中患者，在 2020年 5

月-2022年 5月收治入院，随机分为观察组（阶段性目标护理干预）、对照组（常规护理）各 50人。结果：观察组依从性、满意

度均高于对照组，且观察组负性心理、睡眠质量评分低，生活质量评分高（P<0.05）。结论：阶段性目标护理干预在老年脑卒中

患者中对心理状态及生活质量评分的影响十分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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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phased target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psychological status and quality of life score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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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phased target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elderly stroke patients. Methods: 100 elderly stroke

patients were selected and admitted to hospital from May 2020 to May 2022.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phased

target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control group (routine nursing) with 50 patients each. Results: The compliance and satisfac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score of negative psychology and sleep quality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 while the score of life quality was high (P<0.05). Conclusion: The phased target nursing intervention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and quality of life scores of elderly stroke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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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起病急骤，具有较高的发病率、死亡率，在脑卒中

患者中，缺血性脑卒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脑部血液循环障碍是

该病的主要症状表现，部分神经功能在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害以

后，可能会出现功能丧失情况，对患者的疾病康复产生严重的

影响，加重其心理和身体负担[1-2]。现阶段，传统护理模式有一

定的局限性和缺点存在，患者在护理过程中处于被动接受的状

态，然而阶段性护理目标干预可以将其积极性调动起来，转变

为病人的目标和需求[3]。因此，本文旨在探究阶段性目标护理

干预在老年脑卒中患者中对心理状态及生活质量评分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 100例老年脑卒中患者，在 2020年 5月-2022年 5月

收治入院，随机分为观察组、对照组各 50人。观察组男：女

为 27：23，（75.12±7.68）岁为平均年龄；对照组男：女为

26：24，（75.20±7.58）岁为平均年龄。资料无明显差异，P>0.05。

1.2方法

常规护理对照组：对生命体征进行监测，合理用药、均衡

饮食等。给予观察组阶段性目标护理干预，在病情逐渐稳定后，

护理人员为患者提供阶段性的目标护理。（1）近期目标：每

日按摩，锻炼患肢。在床上指导患者进行站立、翻身、抬腿等

训练，逐渐增加训练的时间和强度。指导患者训练面部肌肉和

舌肌，训练记忆力，让患者经常看熟悉的人物和风景照片，直

至能够对号入座。将安静、舒适的住院环境提供给患者，嘱其

清淡饮食，不要食用刺激性、寒凉的食物，嘱产妇在睡眠使用

温水泡脚，注意不能长时间浸泡。（2）中期目标：在护理人

员的协同作用下，让患者将一部分的动作完成，例如由坐调整

为走、改变体位、逐渐增加行走的时间和距离等。按照患者的

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使训练保持一定的有效性。（3）

远期目标：在护理人员的陪同下患者基本可以自理。护理人员

需要强化与患者的密切沟通，积极的支持和鼓励患者，增强其

治疗信心；开展日常生活训练，例如进食、洗漱、如厕等。

1.3观察指标

（1）治疗依从性；（2）护理满意度；（3）运用 SAS、

SDS量表[4]评价不良情绪；（4）运用 PSQI评分标准[5]评定睡

眠质量；（5）参照简明健康量表（SF-36）[6]评价生活质量。

1.4统计学分析

运用 SPSS22.0统计学软件分析。



Medical Tribune 医学论坛 第 5卷第 7期 2023 年

163

2 结果

2.1治疗依从性

观察组较高（P<0.05），见表 1。

表 1 治疗依从性【n(%)】

组别 例数 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 不依从 总依从性

观察组 50 33 12 5 90%（45/50）

对照组 50 22 13 15 70%（35/50）

x2 12.054

P <0.05

2.2护理满意度

观察组较高（P<0.05），见表 2。

表 2 护理满意度【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 50 21 26 3 94%（47/50）

对照组 50 15 24 11 78%（39/50）

x2 14.084

P <0.05

2.3SAS、SDS评分

观察组改善效果更佳（P<0.05），见表 3。

表 3 SAS、SDS评分（ x ±s，分）

组别 例数

SAS SDS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50 59.84±5.11 41.47±4.16 60.18±5.33 40.33±4.12

对照组 50 60.15±5.47 50.14±4.11 60.05±5.29 50.39±5.02

t 1.055 16.254 3.655 25.241

P >0.05 <0.05 >0.05 <0.05

2.4睡眠质量

观察组改善效果更佳（P<0.05），见表 4。

表 4 睡眠质量（ x ±s）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 P

例数 50 50

觉醒次数（次）

护理前 5.28±1.52 5.32±1.27 1.028 ＞0.05

护理后 1.21±0.37 3.60±1.85 16.652 <0.05

入睡时间（h）
护理前 4.25±0.68 4.24±0.59 1.022 ＞0.05

护理后 0.29±0.16 1.61±0.31 12.254 <0.05

睡眠质量评分

（分）

护理前 8.12±1.39 8.10±1.29 2.658 ＞0.05

护理后 3.29±1.40 6.37±1.25 12.055 <0.05

2.5生活质量评分

观察组改善效果更佳（P<0.05），见表 5。

表 5 生活质量评分（ x ±s，分）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 P

例数 50 50

认知功能

护理前 71.25±4.21 71.56±3.96 1.524 ＞0.05

护理后 90.21±6.32 80.47±4.15 11.325 <0.05

角色功能

护理前 72.05±4.11 72.05±4.14 2.365 ＞0.05

护理后 90.58±5.14 81.36±5.02 12.055 <0.05

社会功能

护理前 70.31±4.02 70.69±4.15 1.028 ＞0.05

护理后 89.54±5.21 81.02±4.22 15.011 <0.05

躯体功能

护理前 75.21±4.31 74.95±4.47 1.958 ＞0.05

护理后 89.37±5.41 89.58±4.12 15.287 <0.05

总体健康

护理前 71.02±4.17 71.38±4.22 1.987 ＞0.05

护理后 90.21±5.48 81.32±5.09 10.587 <0.05

3 讨论

大部分存活下来的脑卒中患者多存在严重的残疾情况，例

如失语、瘫痪等，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生命健康产生严重影响

[7-8]。为了更好地指导临床工作，改善患者的预后恢复，需要强

化对患者的及时有效救治。在救治患者过程中良好的护理干预

措施关系着患者的预后恢复状况[9]。非特异性和特异性治疗是

主要的治疗方式，其中颅内高压治疗、高血压治疗等属于非特

异性治疗手段，神经保护、抗血小板治疗等属于特异性的治疗

手段。由于患者缺乏对疾病的充分认识，且自我管理能力较差，

所以导致其治疗依从性较差，无法使患者的治疗需求得到满

足，影响患者的病情恢复[10-11]。因此，除了对患者进行有效的

治疗以外，为改善其预后恢复，还需要加强对患者的有效护理。

为避免患者的病情进一步加重，需要重视综合、系统、针对性

的护理[12]。

传统管理模式重视评估疾病的治疗效果、病情的严重程度

等，而忽视了患者对于精神、心理等方面的需求[13]。本文通过

探究阶段性目标护理干预在老年脑卒中患者中对心理状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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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质量评分的影响，结果显示，观察组治疗依从性、护理满

意度高，负性心理、睡眠质量、生活质量改善更明显（P<0.05）。

原因在于：阶段性护理干预具有分为近期、中期、晚期目标，

每个阶段患者的病情状况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对护理服务的

要求也不同，该护理模式的针对性更强，在不同的治疗阶段能

够将有效的护理措施提供给患者。在阶段性护理期间对患者实

施针对性的指导，可以让患者及时熟悉和了解疾病，消除其紧

张、恐惧感，加强对患者的心理疏导和健康宣教，使患者更好

地认识自身疾病，提高其疾病认知。阶段性护理对康复训练护

理的重视度也较高，通过指导患者正确、科学地训练，能够使

不良反应的发生风险降低，提高治疗效果。同时实施阶段性目

标护理，可以指导患者进行日常行为训练，使其锻炼依从性提

高，通过对患侧肢体进行按摩，加快疾病康复，改善其生活质

量。并且，给予患者一定的鼓励和关心，能够增强其治疗信心，

分泌更多的儿茶酚胺类物质，有利于放松身体，保持积极乐观

的心态，从而使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14-15]。

综上所述，在老年脑卒中患者中应用阶段性目标护理干

预，不仅能够缓解其不良的心理状态，提升其生活质量，还能

够获得更高的治疗依从性、护理满意度，使其睡眠质量得到明

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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