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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内科护理对脑卒中糖尿病患者康复的护理分析

陈 芳1 张耀国2 刘 霞3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内蒙古 010030

研究神经内科护理中康复护理对脑卒中糖尿病患者的临床效果。方法：从2020年12月～2021年9

月本院神经内科收治的脑卒中糖尿病患者中任意选择80例参与研究，按照红蓝球抽签法分成两组，接受常规护理干预

的40例患者设为对照组，另外接受康复护理的40例患者归为观察组，对比两组护理后的血糖水平、康复指标、护理满

意度[1]。结果：干预后，观察组空腹血糖、进食后2h血糖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血糖水平，两组血糖控制效果有统计学

意义（ ）；观察组ADL评分、FMA评分、NIHSS评分改善情况优于对照组，两组康复情况有统计学意义（

0.05）；观察组护理满意度95.00%高于对照组护理满意度77.50%，两组满意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康复护理应用于神经内科脑卒中糖尿病患者治疗过程中，可加强血糖水平控制效果，促进日常生活能力、肢体能力、

神经功能尽快康复，是一项值得积极推广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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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临床医学角度上来讲，也将脑卒中成为脑中风，患

有该疾病的患者一般由神经内科收治，患病过程中，患者

神经功能严重受损，甚至可能导致患者残疾或者死亡，引

发疾病的原因可能是脑部血液循环出现障碍，进而患者会

出现四肢无力、头昏脑涨等身体异常现象，甚至昏迷。相

关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每年新增脑卒中患者数以万计，直

至今日，脑卒中患者例数已达千万人以上，并且脑卒中患

者年龄向年轻化发展。常规护理对脑卒中糖尿病患者健康

影响较小，实施康复护理干预，则是根据每名患者实际情

况，具有针对性制定健康志华，逐渐恢复患者精神、肢体

与社会功能，这里需要注意，同时要加强患者心理干预，

使患者能够积极配合医护工作。

1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从2020年12月～2021年9月本院神经内科收治的脑卒

中糖尿病患者中任意选择80例参与研究，按照红蓝球抽

签法分成两组，接受常规护理干预的40例患者设为对照

组，另外接受康复护理的40例患者归为观察组。对照组

中，男性28例，女性12例，年龄范围43～80岁，中位年

龄（60.8±2.9）岁；观察组中，男性26例，女性14例，年

龄范围41～77岁，中位年龄（58.6±2.7）岁。两组脑卒

中糖尿病患者的一般资料经检验不存在统计学意义，

0.05，可纳入科学对比。

方法

对照组(常规护理):监测体征变化 ,观察病情恢复情

况。遵循医嘱用药,并对康复期间的注意事项进行说明,在

用药、饮食等方面进行指导[2]。

观察组(神经内科康复护理):

健康教育

围绕着脑卒中、糖尿病相关知识,开展健康教育。了

解患者对于自身疾病的认知情况,针对患者认知不足或存

在认知误区的内容,重点进行讲解,对于患者所焦虑的问题,

详细予以解释、说明。通过健康教育,患者能够了解糖尿

病对于脑卒中的影响,认识到严格控制血糖的重要性,积极

配合血糖管理工作。在此基础上,介绍血糖管理的相关措

施,强调科学膳食、坚持运动锻炼对于控制血糖正常与稳

定的积极影响。

心理疏导

评估脑卒中糖尿病患者的心理状态,站在患者的角度,

体会患者的心情,分析其心理特征。主动与患者沟通,关心

患者的感受 ,满足其生活所需。谈论病情之外的话题,营

造轻松的氛围,缓解患者的紧张情绪。鼓励患者诉说其内

心感受,护理人员能够在一旁耐心倾听,让患者得以抒发情

感、释放情绪,同时对其进行开导和安慰,减轻其焦虑感。

根据患者个人兴趣爱好,提供患者喜欢的小说、杂志,播放

其喜欢的音乐、影视剧。建议患者参与感兴趣的活动,如

唱歌、跳舞、下棋等,丰富其日常生活,让患者获得放松心

情的良好途径。

康复锻炼

根据患者各种功能障碍的严重程度,制定个体化的护

理方案。在语言功能锻炼中,根据护理人员的指导 ,做张

口、伸舌、鼓腮等动作,锻炼与发音有关的肌肉。护理人

员向患者示范发音的口型,指导患者发音,对照镜子进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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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练习。护理人员应该多与患者进行对话交流,鼓励患者

进行说话。在运动功能训练中,先后进行大关节运动、小

关节运动,由被动运动逐渐恢复为主动运动,并由床上转移

至床下。在患者的运动功能恢复后,逐渐增加运动强度和

运动量。在运动锻炼的过程中,选择有氧代谢运动,散步、

慢跑、骑自行车均可以作为运动方式的选择。患者的运

动过程中 ,需要护理人员或患者家属陪护在身边。餐后

30~60min进行运动,每次运动30~50min左右[3]。

饮食管理

受饮食量少、长期卧床休养等因素影响,易导致患者

出现尿失禁、尿潴留、便秘等情绪,需叮嘱患者维持良好心

态,形成规律性排便,在饮食上以新鲜果蔬、利于通便类食

物为主,不可使用刺激、辛辣类食物,可每日对腹部进行环

形按摩,以此来降低便秘症状发生;对于存在便秘症状者,必

要时可予以肠清茶、番泻叶、开塞露等促进患者排便。

观察指标

两组脑卒中糖尿病患者接受不同护理干预后，首先

比较两组空腹血糖水平、进食后2h血糖水平；其次利用

ADL（日常生活能力量表）、FMA（肢体功能量表）、

NIHSS（神经功能缺损量表）对两组患者进行评估。

ADL量表、FMA量表总分为100分，分数越高，恢复

越好，NIHSS量表总分为20分，分数越高，神经功能缺损

越严重。

最后选择我院自制满意度调查表进行评估，分值为

0～100分，若分数为0～59分，则为不满意；若分数为

60～89分，则为比较满意；若分数为90～100分，则为十

分满意。总满意度为十分满意与比较满意之和。

统计学方法

采用 软件处理，计数资料行χ2检验，采

用率（%）表示，计量资料行t检验，采用均值±标准差

（ ）表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两组脑卒中糖尿病患者血糖水平对比

干预后，观察组空腹血糖、进食后2h血糖水平明显

低于对照组血糖水平，两组血糖控制效果有统计学意义

（ ）。具体如表1。

表1 两组脑卒中糖尿病患者血糖水平对比（ ，mmol/L）

组别
空腹血糖水平 进食后2h血糖水平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n ） 8.05±1.63 6.99±1.54 12.28±1.63 10.58±1.84

观察组（ ） 8.06±1.59 5.62±1.27 12.27±1.65 9.22±1.74

t 0.028 4.341 0.027 3.396

P

两组脑卒中糖尿病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

据医护人员统计结果上看，观察组护理满意度

95.00%高于对照组护理满意度77.50%，两组满意度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具体如表2。

表2 两组脑卒中糖尿病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

组别 十分满意 比较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对照组（n ） 15 16 9 31（77.50）

观察组（n ） 19 19 2 38（95.00）

χ2 5.182

P

3 讨论

在糖尿病患者中,脑血管疾病是常见的并发症。受到

高血糖、糖代谢紊乱的影响,不仅会增加脑卒中的发生风

险,还会加重病情、延缓恢复以及诱发相关并发症,导致预

后不良。脑卒中患者的治疗恢复期间,需要考虑到糖尿病

对于病情发生、进展的影响,需要密切进行血糖监测,并采

取针对性的血糖管理措施,通过药物治疗、饮食调理、运

动锻炼等多种途径,控制血糖水平的正常与稳定。根据脑

卒中糖尿病患者的实际情况,制定个体化的神经内科康复

护理方案。在临床护理中,主要侧重于健康教育、心理护

理和功能康复锻炼[4]。

健康教育的开展,可以让脑卒中糖尿病患者对于自身

疾病有着全面的认识 ,了解两种疾病之间的相互影响,明

确实施各项护理措施的目的、方法,能够积极、主动的配

合,提高患者对于护理的依从性,便于各项护理工作的顺利

开展。循序渐进的展开功能康复锻炼,促进其肢体运动功

能、语言功能的恢复,帮助患者及早摆脱后遗症的困扰。

在患者的肢体运动功能逐渐恢复后,通过运动锻炼的方式,

达到控制体重、控制血糖的作用,同时有助于增强体质,降

低并发症的发生风险,减少患者康复进程中的干扰因素,进

而促进患者的良好恢复[5]。同时考虑到营养供给、血糖控

制的需要,合理安排患者的日常饮食,做到科学膳食,保障营

养充足供给,有助于加快病情恢复。维持血糖水平的正常

与稳定,避免引起脑卒中复发以及相关并发症的发生,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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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患者的预后有着积极的影响。通过本次研究结果上

看，康复护理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血糖水平，帮

助脑卒中糖尿病患者提升神经、肢体等各项功能。

结语：综上所述，康复护理应用于神经内科脑卒中

糖尿病患者治疗过程中，可加强血糖水平控制效果，促

进日常生活能力、肢体能力、神经功能尽快康复，是一

项值得积极推广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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