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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化护理在脑梗塞患者护理中的效果分析
李辉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 200032

【摘 要】：目的：观察规范化护理应用于脑梗塞患者规范化护理中的效果。方法：选取我院 2018年 2月-2019年 3月收治的脑梗塞

患者 80例为研究对象，确认所有患者一般资料均在我院数据库中，将其录入 Excel表格后，按照公式法进行两组均分，单组样本量设

置为 40。所有患者分别应用常规护理（对照组）和规范化护理（观察组），比较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结果：观察组患者术后肢体功

能、语言功能、生活能力显著优于对照组，数据对比差异显著（P＜0.05）。结论：规范化护理应用于脑梗塞患者可显著提高患者预后，

使患者的生活质量得到有效改善，在临床上可推广价值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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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梗塞具有发病急、进展快的特点，致残率和致死率高[1]，

患者发病后及时救治及时也很容易出现肢体运动障碍、语言功能

丧失、意识障碍等并发症，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2]。而在对

患者进行神经内科护理时，传统的护理方案往往难以面面俱到的

对患者的各个角度进行有效护理，这就导致患者在日常生活中无

法获得有效的护理支持，而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而在进行现

代化护理操作时，规范化护理是一种新型护理方案，这种护理方

式对患者的各项护理流程进行了规范化的管理，使患者在接受护

理操作时能够按照步骤进行，这样大大提高了患者的护理质量，

同时使患者接受的护理工作更为严谨。本项研究选取我院 2018
年 2月-2019年 3月收治的脑梗塞患者 80例为研究对象，探讨

规范化护理对脑梗塞患者预后的影响，现报告如下。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8年 2月-2019年 3月收治的脑梗塞患者 80例
为研究对象，确认所有患者一般资料均在我院数据库中，将其录

入 Excel表格后，按照公式法进行，两组均分，单组样本量设置

为 40。对照组中患者年龄 49-67（52.8±7.3）岁，性别样本量为

（男;女=23:17）；实验组中患者年龄 50-69（53.4±5.9）岁，性

别样本量为（男;女=21:19）；

纳入标准：所有患者入院时根据临床诊断符合相关标准并纳

入数据库，患者知晓资料被调用可能性；所有患者接受入院前体

检，身体机能良好，未见其他血液性疾病或严重器质性疾病；患

者个体状况稳定，可耐受后续实验

排除标准：患者或患者家属不接受实验操作或后续调查需求；

患者处于妊娠期；患者在三个月内接受过其他疾病治疗或接受其

他实验。

本次研究中患者入院资料录入数据库，由专业人员调取后进

行统计分析，患者基本资料可比性良好（P＞0.05）。本次研究中

患者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或在征得患者同意后家属代签。

1.2方法

对照组患者在接受护理时，护理人员进行常规护理操作，根

据患者的需求进行有效的用药护理以及复诊护理。

观察组患者在进行护理时，以对照组患者的基础护理建立规

范化护理，具体措施如下：

制定规范化护理，成立规范化护理小组，包括护士长、主管

医师、主管护士、责任护士，主管医师对患者病情进行评估，根

据患者病情制定相应的护理计划，责任护士严格按照护理计划对

患者进行护理。

在患者处于昏迷期时，护理人员在家属的协助下多给予患者

语言刺激，通过情感共鸣促使患者尽快苏醒，可每天 5次，每次

10min左右，另外选择患者喜欢的音乐循环播放，每天播放 3次，

每次 20min，变换床头灯光颜色及手电筒照射瞳孔进行视觉刺激，

还可用软毛刷刺激患者手掌、脚掌进行触觉刺激，提神醒脑中草

药进行嗅觉刺激。

患者清醒后仍需长时间卧床，护理人员协助患者肢体运动，

屈伸关节，保持肌肉张力，病情稳定后可下床室内行走，开始先

床旁活动，扶墙行走，锻炼身体平衡能力，另外指导患者语言功

能训练。

患者脑梗塞发生后多会出现肢体功能、语言功能的障碍，严

重影响患者的生理功能，患者多因这一突然变化而出现负面情绪，

护理人员需对患者进行相应的心理疏导，鼓励患者积极的配合医

师治疗，及早回归家庭、社会。

当患者病情有所稳定后，护理人员可以指导患者尝试自己完

成一些生活中的基本动作，例如洗脸、洗手刷牙等，而患者家属

也应当与患者积极交流，鼓励患者参与到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不

断肯定患者的自身价值，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改善患者的心理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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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患者接受康复训练的积极性。而在对患者进行有效的康复训

练时，具体的训练方式可根据患者的病情和个体状况进行调整，

为患者制定个体化的康复训练方案，其中主要包括正确的体位摆

放以及肢体关节的被动训练等。

在对患者进行康复训练时，护理人员应当定期的对患者的康

复效果进行评价，如果在评价过程中发现康复训练没有起到应有

的效果，需要及时对康复方案进行合理的调整与完善，通过这种

方式来保护患者的机体功能，避免出现长时间异常的情况。

1.3 评价标准

比较两组患者的康复情况及术后苏醒时间。康复情况包括肢

体功能、语言功能、生活能力。

1.4 统计学方法

将 SPSS22.00 For Windows作为本次研究统计学软件，实验

中 X2、T值由相关统计人员进行收集后录入软件分析，确认各结

果中统计学意义，判断数据中 P与 0.05关系，若 P＞0.05则确认

统计学意义存在，反之则确认结果无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观察组患者在完成护理操作后，肢体功能、语言功能、生活

能力各项评分相较于对照组来说明显更优（P＜0.05）。详情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对比

组别 肢体功能 语言功能 生活能力

对照组

（n=40）
66.24±6.03 67.21±6.49 55.19±5.83

观察组

（n=40）
78.35±7.54 79.05±8.23 69.51±9.68

3 讨论

脑梗塞患者不仅病情较为严重，患者还需要长时间用药，这

样才能保证患者的生活质量。在患者入院后，护理人员的各项护

理操作应当根据患者需求进行合理调整，这样才能使患者的护理

工作获得优化[3]。

规范化护理在应用过程中能够保证护理工作在开展时都能

够按照实验需求得到设置，使患者接受的护理操作均能按部就班

的进行，而对于患者来说，护理工作的有效管理是保证患者康复

的关键，所以规范化护理中包含了患者的日常生活指导，提高了

患者的临床护理依从性，改善了患者对护理工作的配合度具有较

高的可用价值[4-5]。虽然规范化护理的应用效果良好，但医院内医

务人员需要对规范化护理进行有效重视，明确护理人员的工作习

惯并予以培训和指导，这样才能发挥规范化护理的效果[6]。

综上所述，规范化护理应用于脑梗塞患者可显著提高患者预

后，使患者的生活质量得到有效改善，在临床上可推广价值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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