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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心理干预与健康教育在脑梗塞患者护理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选择我院自 2019

年 3 月至 2020 年 3 月收治的 200 例脑梗塞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成对照组和研究

组，每组 100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干预，研究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增加健康教育与心理干预，对

比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焦虑情绪评分、对疾病相关健康知识知晓度评分及护理总有效率。结果：护理前，

两组患者焦虑情绪评分、对疾病相关健康知识知晓度评分对比均无显著差异(P＞0.05)，两组对比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结论：心理干预与健康教育在脑梗塞患者护理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显著，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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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梗塞是一种常见的脑血管病，可引发患者出现言语智力障碍、猝然昏倒、半身不遂等多种不适症

状，受这些症状的折磨，常会导致患者发病后出现较多的负性情绪，如焦虑、抑郁、悲观等，这些负性

情绪又可引发患者机体出现一系列不良应激反应，从而会影响其预后
[1]
。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该项研究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的基础条件下，选择我院自 2019 年 3 月至 2020 年 3 月收治的 200

例脑梗塞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患者均符合脑梗塞诊断标准，(2)患者均自愿加入本研究且

依从性良好；排除标准：(1)合并存在心脏、肝肾功能障碍者，(2)既往存在精神疾病史者。采用随机数

字表法将患者分成对照组和研究组，每组 100 例。对照组年龄(岁)：54.76±2.08，病程(月)：5.93±1.05

研究组年龄(岁)：54.72±2.09，病程(月)：5.95±1.04，P 值＞0.05。

1.2 方法

(1)心理护理，护理人员在日常护理过程中主动与患者进行沟通，了解其心理状态，并给其提供针对

性的心理疏导。(2)健康教育，护理人员还需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与图文结合的方式对患者宣教疾病相关

健康知识，如发病机制、临床症状、治疗和护理方法等，使患者能够掌握合理的饮食、康复运动训练方

法等
[3]
。

1.3 观察指标

https://www.so.com/link?m=acYTQ4jbW8CIDWyjNCZ1kyIQTysmrx8sdN9b7f5D4HUV8nZKMqJ9MCb/u5VvPNpM8V+jFiSbjVC3JB0iUx+TSESabtviWcfqSFNJtzWjguPH/fg307FAqvgMaZaVdYLB5tjFLIXQuQLiKyIkJSW3eWcPKKe1+eYvbkzVSTl6wb+B4AR6w3Wpo1Q==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焦虑情绪评分(采用 SAS 量表评估，限值为 50 分，评分越高表示焦虑情绪

越显著)、对疾病相关健康知识知晓度评分(采用自制量表评估，总分为 50 分，评分越高表示对疾病相关

知识知晓度越高)及护理总有效率，疗效评估标准为：显效：干预后，患者功能缺损评分降低超过 90%。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0.0 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与分析，计量资料用( x ±s)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

以(%)表示，采用 x2
检验，P＜0.05 代表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焦虑情绪及对疾病相关健康知识知晓度评分对比

护理前，两组患者焦虑情绪评分、对疾病相关健康知识知晓度评分对比均无显著差异(P＞0.05)，护

理后，研究组患者焦虑情绪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研究组患者对疾病相关知识知晓度评分显著高于对照

组，两组对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焦虑情绪及对疾病相关健康知识知晓度评分对比( x ±s，分)

组别
例数

(例)

焦虑情绪评分 疾病相关健康知识知晓度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100 59.16±3.18 51.15±2.73 50.24±2.07 70.26±2.47

研究组 100 59.20±3.15 42.43±2.01 50.26±2.04 90.22±3.75

t 值 - 0.125 9.825 0.112 9.816

P 值 - ＞0.05 ＜0.05 ＞0.05 ＜0.05

2.2 两组患者护理总有效率对比

研究组患者护理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两组对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 3 两组患者护理总有效率对比[n/(%)]

组别
例数

(例)

显效

(例)

有效

(例)

无效

(例)

总有效率

[例/(%)]

对照组 100 52 16 32 68(68.00)

研究组 100 79 14 7 93(93.00)

x2
- - - - 9.327



P 值 - - - - ＜0.05

3.讨论

本研究中，对两组脑梗塞患者分别采用常规护理及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增加健康教育与心理干预，

结果显示，护理前，两组患者焦虑情绪评分、对疾病相关健康知识知晓度评分对比均无显著差异，护理

后，研究组患者焦虑情绪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研究组患者对疾病相关知识知晓度评分、护理总有效率

均显著高于对照组，说明健康教育与心理干预效果确切。

对脑梗塞患者施行健康教育与心理干预，能有效提高其对疾病相关健康知识知晓度评分的作用机理

为：在健康教育与心理干预方案中，护理人员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与图文结合的方式对患者宣教了疾病

相关健康知识，从而能有效提高其对自身病情的了解和自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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