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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康复干预模式在脑梗塞干预中的应用及意义评价

詹� 宇*

泸州市中医医院� 四川� 泸州� 646000

摘� 要：目的：分析早期康复干预模式促进脑梗塞患者神经康复的价值。方法：选取����年�月～����年�月某

院收治的���例脑梗塞患者，按随机数字法将病患进行分组，分为�组和���组各��例，�组应用常规护理模式，���

组应用早期康复护理模式。结果：与�组相比，���组肢体运动功能评分量表（)0�）评分、日常生活能力评分量

表（��/）评分、蒙特利尔认知评分量表（0R�D）评分更高（��������）；与�组相比，���组6�/���评分更高（��

������）。结论：研究中脑梗塞患者应用早期康复护理模式，可有效改善肢体运动功能，提高认知功能，缓解心理状

态，有利于提高生活能力，促进神经康复，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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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脑梗塞是一种以患者脑组织受损为特点的脑血管疾病，发病后使患者出现失语、身体偏瘫等情况，导致其生活质

量猝然下降，由于患者不同程度地丧失自理能力，因此依赖性较高，也给其家庭带来了极大的负担。在脑梗塞患者接

受治疗的过程中为其提供相应的护理指导和干预，促使患者语言、认知、肢体等相关功能恢复，有助于降低患者的残

疾程度、改善其生活质量>��。以下将分析对脑梗塞患者运用康复护理干预的临床价值。

1��资料与方法

�����临床资料

选取����年�月～����年�月住院脑梗塞患者���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组和���组各��例。�组男��例，女

��例；年龄��～��岁，平均年龄（�����±����）岁；病程�～��个月，平均病程（����±����）个月。���组男��例，

女��例；年龄��～��岁，平均年龄（�����±����）岁；病程�～��个月，平均病程（����±����）个月。两组数据无明

显差异（��������）。

�����方法

�组为常规护理，如日常的用药护理、病情监测、健康宣教以及环境护理等，并给予患者康复训练指导，方法

为：（�）肢体康复训练指导：结合患者的病情状况以及生命体征状况等，制定个体化的肢体康复训练方案，例如卧

床期间给予肢体按摩，并协助完成肢体被动活动，促进血液循环。处于恢复阶段，鼓励患者完成坐位训练以及肢体主

动屈伸训练等，进一步根据其恢复情况协助完成下床站立以及缓步行走练习等；（�）语言功能训练指导：指导患者

掌握呲牙、鼓腮等相关面部动作，鼓励其配合完成语言康复训练方案，通常需要从简单的发音练习开始，逐渐过渡到

更为复杂的词汇或者语句，积极鼓励其完成自主表达不断提升其语言功能，增强患者的自信心；（�）认知功能训练

指导：对于图片以及物品等进行标注名称，并将其向患者进行展示，在此基础上引导患者对于物品等复述或进行回

忆，逐步改善其认知功能>����。

同期���组进一步增加康复护理干预，方法为：（�）心理康复护理：充分缓解患者的负性情绪并增强其康复信

心以及依从性，在为患者提供护理服务的过程中，需要耐心地与患者进行沟通交流，例如语言交流以及肢体动作交

流，进而构建和谐稳定的护患关系，尽快争取患者的充分理解与信任。通过语言问候以及微笑等方式给予患者关怀和

温暖，解除患者的孤独焦虑等负性情绪，向患者介绍疾病以及康复方面的信息和知识，提升患者的认知水平并进一

步增强其康复信心；（�）体位护理：使患者保持良肢体位，并每两小时协助患者进行体位更换，对局部受压处进行

检查和按摩，避免出现压疮情况。在进行体位更换时，操作动作需要做到娴熟缓慢，避免对患者进行生硬的拖拽；

*通讯作者：詹宇，������，女，汉，四川泸州，泸州市中医医院，护师，本科，研究方向：临床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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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支持：向患者家属讲解患者目前的病情状况>��。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在护理前及护理后１个月的康复效果，包括：肢体运动功能、日常生活能力、认知功能，其中，肢体运

动功能：应用)��,�0H�HU（)0�）定法评估，评价表满分为���分，得分越高，说明运动功能恢复越佳；日常生活能

力：应用日常生活能力量表（��/）评估，评价表满分为���分，得分越高，说明日常生活能力越好；认知功能：应

用蒙特利尔认知量表（PRFD）评估，评价表满分为��分，得分越高，说明认知能力越强。同时，统计两组心理状态，

应用心理健康综合筛查（6�/－��）量表评估，评价表满分为���分，得分越高，说明精神状态越好。

�����统计学方法

所得数据经6366�����软件处理。两种方法之间的差异采用χ�进行检验。��������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两组康复效果分析

与�组比较，���组)0�评分、��/评分、0R�D评分更高（��������），见表�。

�����两组心理状态分析

与�组比较，���组心理状态各项指标6�/���评分更高（�������），见表�。

3��讨论

脑梗塞属于危害性极高的脑血管病变，在中老年人群体中更为常见，该疾病的发生对患者的生命安全构成了严重

的威胁，特别是所引起的肢体偏瘫、认知功能障碍以及语言功能障碍等，对于患者的生存质量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由

于患者的自理能力不同程度丧失，也导致患者腹泻情绪加重，甚至出现丧失治疗信心的情况，所以在给予患者治疗的

同时还需充分做好科学的护理干预，提升患者的康复信心并促进其相关功能障碍改善以及提升其生活质量。通过运用

康复护理干预是对常规护理的充分拓展，更加关注患者功能障碍的改善，分别从心理、语言、认知和肢体等方面入手

给予康复护理和指导，循序渐进的提升患者的相关功能，从而促进其病情康复。本次研究显示，观察组在护理之后生

活质量量表评分高于同期的对照组，以及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和生活自理能力评分的恢复情况好于对照组。表明康复护

理干预的应用，能够显著提升脑梗塞患者临床护理质量>����。

早期康复护理模式是一种新型应用于脑梗塞患者的护理模式，该模式在初期通过对患者一系列的护理措施进行干

预，具体包括健康宣教、心理护理、日常按摩护理、良肢位摆放、生活能力训练、康复训练等，这些措施可有效调整

患者面对病情的心态，改善患者的负面情绪，同时，可确保患者肢体血液循环，促使患者尽快恢复自理能力，从而进

一步恢复机体运动功能，促进神经康复。经过研究发现，与�组相比，���组)0�评分、��/评分、0R�D评分更高

（��������），脑梗塞患者应用早期康复护理模式，可有效提高患者的肢体运动功能，改善患者的认知功能，增强患

者的日常生活能力，从而促进患者尽早康复。此外，与�组相比，���组6�/－��评分更高（��������），脑梗塞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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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早期康复护理模式，可有效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进一步提高患者依从性，有利于增强预后>��。

综上所述，脑梗塞患者应用早期康复护理模式，具有显著的临床护理效果，可有效改善肢体运动功能，提高认知

功能，缓解心理状态，有利于提高生活能力，促进神经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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