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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神经内科护理对脑卒中糖尿病患者康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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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通过神经内科护理的方式，对脑卒中糖尿病进行护理，探讨这种方式对患者康复的效果。方法：对我院

的患者进行分组研究，通过比较讨论的方式，观察神经内科护理在卒中糖尿病中，对患者康复的作用效果。将参与的患者分

为两组，以对比的方式，对结果展开分析。结果：神经内科的介入，为脑卒中糖尿病患者的进一步康复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在脑卒中糖尿病的恢复工作中，对患者的康复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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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心脑血管疾病，这种疾病具有

较高的发病率，不仅如此，脑卒中复发的几率也比较高。会

对患者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在对脑卒中糖尿病患者进行护

理的过程当中，通过传统的护理方式与神经内科护理两种方

式进行比较，进而探讨神经内科护理在此的应用价值，以及

对脑卒中糖尿病患者康复的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选取

数据采用以 2013年 11月至 2015年 11月，此段时间内，

医院收治所有患者中，选取 124例，为保证实验数据的稳定

性，首先排除掉病危以及病情复杂的特殊患者，在对患者进

行分组时，为降低年龄以及性别的干扰，将患者进行均匀分

组。通过这种方式方式，保证患者的数据差异在合理范围内，

让实验的数据更具有说服意义。

1.2 方法选取

为保证数据的对照具有标准，采用不同的方式对两组患

者进行护理。对照组采用普通的方式。与此同时，采用神经

内科护理方式护理对实验组患者进行护理。

1.2.1 心理护理

在对患者进行护理的过程中，心理护理是主要的一项，

其目的在于保证患者心理状态的稳定，避免患者产生极端的

情绪。与此同时，在日常的护理工作当中，对患者的情绪进

行疏导，避免焦虑等负面情绪的出现，对患者的病情恢复造

成负面的影响[1]。在实际工作当中，神经内科护理人员需要

与患者介绍其病情情况，让患者充分地了解到自己的病况，

通过排解疏导，降低患者的心理压力[2]。除此之外，在治疗

过程中，让患者熟悉自己身体状态的变化，这种积极的变化，

对于患者心理具有很大的鼓舞作用[5]。

1.2.2日常护理

脑卒中患者经常会伴随着一定的运动障碍，这会对患者

的行动能力，造成直接的影响。在日常护理的时候，对这些

存在一定运动障碍的患者，要保障其基础的活动量，及时地

辅助其进行翻身等活动，保证患者受压那部分的皮肤干燥，

避免因为长期的压迫，从而产生褥疮，为患者带来额外的痛

苦。针对脑卒中糖尿病患者，要对其饮食加以指导，让患者

尽量少吃含糖量或者淀粉含量较高食物。

1.2.3肢体活动护理

对失去自由行动能力，亦或者行动不便的脑卒中患者，

要帮助其进行一定的肢体运动。长期的行动不便，卧病在床

上，会导致患者出现肢体僵化，这对于患者身体机能的恢复，

会产生很大的负面效果。在帮助患者进行翻身的同时，对患

者进行一定的肢体活动护理，辅助患者进行一定的关节活

动，对可以行动但行动不便的患者，可以辅助其下床进行一

定的运动，保证关节的活动，避免肢体僵化[3]。

1.2.4身体功能康复护理

脑卒中糖尿病患者护理过程当中，要加强对患者身体功

能的康复性护理，这也是护理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工作内

容，在对脑卒中患者完成基础的治疗环节之后，需要进行一

定的康复治疗，以此实现降低患者再出现伤残的现象，避免

患者在预后因为身体功能障碍，导致患者在后续的生活中，

难以自理，从而生活质量受到严重的影响[4]。神经内科护理

最大的价值在于，这种方式对患者的神经反射功能的恢复，

有一定的促进作用[5]。这种方式，有助于患者生理功能的恢

复，这也是神经内科护理与常规护理的区别。在脑卒中患者

预后，其身体功能康复的质量，对其自身以及家庭的生活质

量，都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进行身体功能康复护理护理中，

主要是通过相应的手段，对患者的神经反射进行刺激，通过

循序渐进的方式，增加其对肢体功能的控制能力，在脑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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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中，最常见的生理功能性障碍就是患者的语言能力[6]。

1.3 统计指标

在最终指标统计方面，首先是对患者的康复情况进行比

较，除此之外，因为脑卒中这一疾病的特性，保证患者在预

后的心理状态良好，也是护理工作当中重要的一部分，对此

也需要纳入统计指标当中，进行综合比较。

2 结果

在完成统计工作之后，其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1 两组糖尿病患者脑卒中康复总有效率比较[n(%)]

分组 例数 显著 有效 无效 总效率 (%)

实验

组
62 40（64.52） 19（30.65） 3（4.84） 95.16

对照

组
62 30（48.39） 23（37.10） 9（14.52） 85.48

除恢复情况之外，病人相关的心理变化等，如下表所示：

表 2 两组糖尿病患者护理后心理状态（x±s）

项目类别 实验组 对照组

人际关系敏感 24.18±5.22 30.47±5.04

躯体化 33.80±5.01 38.25±6.12

强迫症状 21.44±5.37 25.44±4.32

抑郁 39.17±5.29 42.21±5.27

恐惧 19.54±3.10 22.16±3.42

偏执 17.27±5.07 19.47±3.25

焦虑 30.11±5.44 35.11±4.21

敌意 17.32±4.38 21.35±3.15

精神病性 29.17±5.12 31.43±4.22

3 讨论

随着目前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在这种快节奏的生活状

态下，人们生活的压力也在增加，据数据统计，目前糖尿病

患者正在呈现年轻化的状态，不仅如此，脑卒风患者也在呈

现增长的趋势，这两种疾病，其根治的难度很大，尤其是糖

尿病，在其治疗方案中，大多都是通过药物以及饮食方式进

行维持，在脑卒风糖尿病患者治疗过程当中，因为治疗费用

较为昂贵，往往会对患者的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压力。除此

之外，患者自身由于受到并发症等影响，会出现行动不便等

现象，这会给患者家庭带来沉重的精神负担。由此可见，这

两种疾病的危害性之大，要有清晰的认知。在相关的研究当

中，科学的康复护理，对于脑卒风糖尿病患者的神经恢复，

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不仅如此，这种功能性恢复的效果，往

往是药物所难以达成的，对患者生活质量改善方面有明显的

作用。在本文的研究当中，通过实验的方式获得数据，在两

组之间进行比较观察，不难发现，科学的护理方式，神经外

科的护理方式，对于脑卒风糖尿病患者的康复效果，具有促

进的作用。不仅如此，在对患者的心理障碍等方面，也有显

著的改善效果，能够有效降低患者在预后由于疾病产生心理

压力，促使患者出现心理问题的现象发生。在数据观察中，

不难发现实验组在各项数据中均由于对照组，这一从侧面证

实了，神经内科的护理方式，在脑卒中糖尿病患者的护理工

作当中，比常规的护理方式有明显的优势作用，对患者的恢

复程度以及心理康复都有明显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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