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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康复护理在老年脑梗死患者 
临床护理中的应用研究

冯 玮
唐山市开平医院 河北 唐山 063021

【摘要】目的：观察老年脑梗死患者进行早期康复护理的临床效果。方法：将 32例老年脑梗死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常规护理）
与实验组 (早期康复护理 )，比较两组疗效、护理满意度。结果：实验组治疗有效率与护理满意度均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
老年脑梗死患者接受早期康复护理干预可改善预后，提升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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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梗死为发生动脉粥样硬化后，血栓造成脑部血管堵塞，导致
脑组织缺血性坏死的脑部血管疾病，为临床常见的脑部疾病。脑
梗死主要表现为肢体、语言、认知功能障碍，具有发病急、病情变
化迅速、预后效果不理想等特点，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及身心健 
康 [1]。老年患者身体机能较差，伴有多种慢性心脑血管疾病，已成
为脑梗死的高发人群。研究显示，科学有效的康复护理对患者肢
体、语言及神经功能的恢复均具有重要作用，可有效改善患者预
后，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本科室对老年脑梗死患者开展早期康复
护理，取得了较好的临床疗效，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近一年内收治的 32 例老年脑梗死患者作为研究对

象，将其随机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每组 16 例。两组基线资料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具有可比性。

1.2 护理方法
1.2.1 对照组进行常规护理干预。
1.2.2 实验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开展早期康复护理 具体

内容：
1.2.2.1 心理护理 由于脑梗死发病突然，患者语言或肢体

运动功能受到限制，患者难以短时间内接受上述变化，同时脑梗死
病情持续时间长，恢复缓慢且具有较高的复发率，病情极易反复，
导致患者对康复效果持怀疑态度，从而产生焦虑、悲观等心理。因
此，护理人员应结合患者具体情况，积极开展个性化的心理干预措
施，帮助患者消除不良心理。
1.2.2.2 体位护理 对患者进行早期体位护理，能避免患者

长期卧床及不当的肢体体位，造成肌肉痉挛和血液流通不畅而产
生的并发症；患者卧床期间应采用侧卧，对于无法侧卧的患者，给
予患者仰卧体位，但应注意将患者上肢进行自然伸展，手指进行适
当弯曲形成半握拳姿势，下肢可置于枕头等物品上，保持下肢处于
一个较为适宜高度；同时在患者卧床期间，应定时对患者肢体进
行按摩，从而降低并发症的发生。
1.2.2.3 肢体康复训练 在患者各项临床指标稳定后，开展

患者肢体康复训练，对患者进行知识讲解，使患者充分了解肢体康
复训练对后期运动功能恢复的价值，从而使患者主动、自发地进行
康复训练，提升患者配合度，进而增强康复训练效果；无法进行肢
体康复训练的患者，应该对患侧肢软组织做按摩处理，指导患者实
施肢体功能位摆放训练。对于下床困难的患者，护理人员可指导
其应用健肢进行适当强度的被动运动，待机体功能局部恢复后，再
循序渐进地进行肢体康复训练。   
1.2.2.4 语言及认知功能康复训练 对伴有严重语言障碍

的患者，应鼓励患者从最基本的单音节开始练习，在能够完成准确
发音后，再进行练习字发音练习及连音练习，在取得进步时给予
鼓励及支持，训练应注意循序渐进性，增强患者掌握语言功能的信
心。
1.3 观察指标
1.3.1 临床疗效评价
显效：恢复程度为 80%~94%，出现轻微病残程度；有效：恢

复程度为 70%~79%；无效：症状无明显变化或轻微加重。
1.3.2 护理满意度评价
利用自制调查表调查比较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2.0 分析本研究数据，P<0.05 为差异显著。

2 结果
2.1 临床疗效比较
实验组治疗有效率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1。
表 1 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5 7 4 75.00%
实验组 7 7 2 87.50%

2.2 护理满意度比较
实验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2。
表 2 护理满意度比较

组别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有效率
对照组 6 7 3 81.25%
实验组 8 6 2 87.50%

3 讨论
脑梗死为临床常见脑部血管疾病，严重威胁患者的身心健康。

由于脑梗死发病机制复杂，目前尚无特效治疗药物或治疗手段，患
者在治疗后仍存在不同程度的肢体、语言及认知功能等多种后遗
症，导致患者预后效果较差，日常生活受限。

研究显示，脑梗死患者在发病早期进行科学有效的早期康复
护理，对改善患者预后、减低并发症的发生及提高临床疗效均具有
重要作用。在脑梗死患者发病早期，虽然患者在肢体、语言、认知
功能等方面表现出了异常，但是通过有效的康复训练，仍可以使上
述功能得到较高的改善 [2]。脑梗死早期患者肢体、语言及认知功
能具有较强的可塑性，是脑梗死患者进行康复干预的重要时间节
点。在脑梗死早期，护理人员根据患者自身差异，制订针对性的康
复训练计划并指导患者进行相应的康复训练，对患者预后及临床
疗效均具有较好的提升作用。早期康复护理是以患者为中心，通
过对患者进行早期护理，改善患者预后的护理模式 [3]，早期康复护
理计划可根据患者临床治疗情况进行实时调整，从而保证康复护
理计划的合理性及实用性。

本研究对我院收治的 16 例老年脑梗死患者开展系统性的早
期康复护理。由于脑梗死发病突然，同时伴有语言或肢体障碍的
产生，导致患者心理难以承受，从而产生焦虑、悲观等不良心理，因
此，护理人员应结合患者具体情况，积极开展针对性的心理干预措
施，通过心理护理降低患者焦虑、不安等负性心理，消除护理人员
与患者间陌生感，增强患者治愈信心；通过体位护理，避免肢体肌
肉痉挛、压疮等并发症的发生；指导患者进行肢体康复训练，告知
患者训练方法、训练意义、注意事项等，增强患者训练的配合度，对
下床困难者，指导并协助患者应用健肢进行被动运动；加强语言
功能和认知功能康复锻炼。研究结果显示，对 ( 下转第 10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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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差别，该护理模式主要以促进产妇生殖、泌尿等系统恢复及泌乳
为主 [4-6]。现阶段，临床常规产后教育及泌乳分泌指导已不能满足
临床所需，对此，临床需寻求一种全新的康复治疗方案，康复治疗
仪与盆底功能锻炼可有效促进产妇产后恢复 [7]。
康复治疗仪主要通过控制蜗形磁场，使电磁波渗入至产妇深

层组织，继而恢复产妇机体功能，其中盆底功能锻炼能加强盆底肌
肉及腹部紧张度，提升盆底肌张力，缓解产妇盆底血液循环，加快
其盆底功能恢复，同时还能避免发生尿失禁、尿潴留等不良反应，
联合康复治疗仪能进一步促进产妇康复，以防并发症发生。本次
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患者的宫缩痛评分、乳汁分泌、初次排尿时
间均优于对照组（P<0.05）；实验组患者的精神状态、社会功能、睡
眠情况、饮食情况均优于对照组（P<0.05）；实验组患者的护理满
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上述结果显示康复治疗仪可有
效改善产妇泌乳情况、宫缩情况以及泌尿时间，康复治疗仪可通过
乳房及腹部将电磁脉冲深入深层组织，并刺激乳房神经组织促进
乳汁分泌，与此同时，康复治疗仪能够带动盆骨肌肉，加速血液循
环。盆底功能锻炼能够提升产妇产后快速恢复，按时对产妇进行
康复训练，能够积极改善产妇生活质量，并且盆底功能锻炼还可提
升盆底肌肉收缩力，加速膀胱功能恢复。
综上，予以产妇产后康复治疗仪与盆底功能锻炼，可有效促进

产妇排尿，加速产妇恢复，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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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面、多角度对脑卒中后偏瘫患者于院内开展干预措施，可大幅
度改善其肢体运动功能评分、日常生活自理能力、生活质量等，尽
可能帮助患者康复。
3.3 小结
综上，相对于常规护理，康复护理模式更能改善脑卒中后偏瘫

患者的肢体运动功能与生活质量，可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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