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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脑卒中病人出现的焦虑抑郁情况采取的护理方法进行研究；方法  自 2020 年 2 月至 2020 年 7 月来我院治疗的脑卒中并发
焦虑抑郁情况的病人中抽取 42 人进行研究，并实施了有关护理措施，比较了护理前后的精神状态；结果  采取合理的护理措施后，病人的
精神状态明显好转；结论  在脑卒中并发焦虑抑郁情况的病人护理过程中引入合理的护理方法能够有效改善病人的精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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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居民经济收入的不断提升，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较

大转变，同时患有脑卒中的病人数量越来越多。脑卒中是神经内科
的一种多见病症，一旦出现脑卒中病状，则可能同时并发肢体运动
不良、语言不清等各种功能障碍，有的病人还会出现情绪低沉、感
知觉不灵敏、性格行为怪异等问题[1]。脑卒中焦虑抑郁是脑卒中病
人经常出现的精神状态不良表现，对病人的疾病治疗与身体康复具
有重大影响。所以要力争提前发现脑卒中病人存在的焦虑抑郁问
题，尽快采取合理的康复手段给予护理，可有效稳定病人情绪，帮
助病人正确面对自身病情，保证康复护理的稳定运行，收到较好的
治疗护理效果[2]。为了全面掌握脑卒中并发焦虑抑郁的各种表现与
护理方法，笔者自 2020 年 2 月至 2020 年 7 月来我院治疗的脑卒中
并发焦虑抑郁情况的病人中抽取 42 人进行研究，主要过程如下。 

1 基本资料 
自 2020 年 2 月至 2020 年 7 月来我院治疗的脑卒中并发焦虑抑

郁情况的病人中抽取 42 人进行研究，其中男 25 人，女 17 人，年
龄处于 41-71 岁之间，年龄均值 54.23 岁。经有关科室认真审核，
全部参与研究病人均符合脑卒中病症的特点，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
21 人，高中文化 10 人，专科以上文化 7 人，18 人同时患有高血压，
11 人同时患有糖尿病，5 人同时患有高血脂，8 人同时患有心脏病。 

2 脑卒中病人焦虑抑郁情况 
经有关科室全面审核并引入有关评估量表，确定参与研究的 42

名脑卒中病人中，轻度焦虑抑郁 21 人，中度焦虑抑郁 13 人，重度
焦虑抑郁 8 人。焦虑抑郁情况的主要表现为：病人对任何事物不感
兴趣、夜晚不易入睡、产生较强的孤独感与无助感、情绪低沉、对
将来生活充满失望、思维迟钝、运动能力下降等。 

3 护理方法 
3.1 改善病人的感知觉 
一旦患有脑卒中病症，病人的生活则需要他人照顾，不能再担

任当前工作，因此极易出现焦虑抑郁情绪，对将来生活失去信心，
甚至有的病人还会出现抵触当前生活的现象，一味依靠他人照顾与
关心，认为采取的各种治疗手段与护理措施不会明显改善病情，因
此存在着悲观绝望的想法。护理人员要随时关注病人的情绪变化，
确定病人出现的心理波动现象，在全面准确衡量病人心理变化的基
础上，鼓励病人尽情倾诉自己的所思所想，及时采取针对性心理疏
导措施，防止病人心理压力再次加大，尽快帮助他们摆脱不良情绪
的干扰。有数据显示，针对脑卒中并发焦虑抑郁情况的病人提前采
取合理的心理护理措施，可以有效控制病人的焦虑抑郁情绪，加快
其神经功能恢复，保证治疗与护理活动的顺利开展，使其正确面对
当前生活。心理康复指的是护理人员在掌握心理学知识与心理治疗
方法的前提下，一旦发现脑卒中病人出现心理波动现象，要及时采
取合理的护理方法调整病人心情，因此护理人员要具备较强的观察
能力，要随时察觉病人心理变化，善于结合病人的心理状况及时采
取正确的心理护理措施，力图将病人出现的不良心理消除于萌芽状
态，防止发生意外情况。 

3.2 创建安全稳定的护患关系 
护理人员要在病人抢救与护理过程中表现积极，以尽快得到病

人的信任，使病人对护理人员形成情感依赖。有数据显示，人们在

第一次接触某一事物时产生的情感反应将会影响其一生。因此病人
在第一次与护理人员见面时，如果能够产生良好的印象则有利于保
证护理工作的顺利实施。护理人员要对本职工作高度负责，要表现
出同情病人的态度，本身还需掌握高超的护理技术与丰富的护理知
识，要尊重病人做出的决定，利用正确的行为、良好的情感去感染
病人，使病人感受到护理人员的真正付出，在得到病人信任后，有
利于实现护患间的稳定交流，在对病人提供治疗与护理信息时，能
够及时得到病人的支持与配合。护理人员要掌握高超的交流技巧，
脑卒中病人大多思维灵敏度下降、语言表达不清、动作大多迟缓，
而且生活需要他人照顾。所以护理人员在与病人交流时要鼓励病人
尽情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说出自己的亲身感受，此时护理人员要
做到认真倾听，坚决杜绝烦躁、事不关己等不良态度。与病人交流
过程中，要尽量使用热情、婉转的语言，还可尝试使用各种肢体语
言，如眼神、手势、抚摸等，使病人意识到护理人员对自己的关心
爱护，也可产生稳定病人心理的效果。 

3.3 纠正不良思想 
认知疗法指的是利用合理的行为帮助病人及时纠正出现的不

良想法，防止其出现不良行为的一种护理方法。及时采取认知疗法
可以有效减轻脑卒中病人出现的焦虑抑郁症状。护理人员要及时发
现脑卒中病人存在的思想死板、情绪偏激、悲观失望等不良想法，
帮助其纠正认知方式，促使病人重新形成正确的认知，防止其不良
情绪的进一步发展，达到改善病人焦虑抑郁心境的目的。护理人员
要对病人多鼓励多表扬，帮助病人重新树立坚强意志，支持病人尝
试自主料理生活、主动面对病情发展等，促使其认知功能尽快恢复
正常。 

3.4 提倡家庭护理 
脑卒中病人之所以产生不良情绪，家庭成员的不良护理占有较

大比重，特别是脑卒中并发焦虑抑郁的病人，他们更需要得到家庭
成员的关心与爱护，希望家庭成员多陪伴多探望自己，渴求护理人
员在情感上支持与认可自己。因此护理人员要鼓励家庭成员增加探
视次数，生活上多照顾病人，情感上以安慰、鼓励、支持等良好态
度为主，使病人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尽快消除病人产生的孤独感。
同时支持病人间相互交流，使其认识到自己只要能够主动配合医护
人员，完全可以重新融入社会生活。 

4 结果 
参与研究的 42 名脑卒中并发焦虑抑郁的病人中，经过 4 个月

的护理工作，40 人的焦虑抑郁情况明显好转，表明及时采取正确的
护理方法是一种最为合理的选择。 

5 结论 
针对脑卒中并发焦虑抑郁的病人同时实施药物治疗与正确的护

理措施，可以有效控制病人的不良情绪，防止出现意外情况，使其重
新正确面对当前生活，因此提前实施护理是一种最为合理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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