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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护理对空巢脑出血康复期患者治疗依从性及生存质量的影响

李
!

萍

"海南省海口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

;0/,/9

&

!!

摘
!

要"目的
!

分析延续护理对空巢脑出血康复期患者治疗依从性及生存质量的影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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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组研究对象来源于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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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空巢脑出血康复期患者!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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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常规护理!试验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进行延续护理'对比两组患者经护理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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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评分!

3

月后日常认知评分(肢体功能评分(心理及精神状况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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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出院时试验组治疗依从性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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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评分(日常认知评分(肢体功能评分(心理及精神状况评分与对照组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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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延续护理对空巢脑出血康复期患者进行全方位护理!能够有效改善日常认知模

糊(社会功能丧失(心理状态波动较大及精神紊乱现象!大大提高了患者治疗依从性!生存质量也有明显提升!但远期的临床效果

仍然需要通过延长随访时间和加大样本量来进行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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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越来越多子女选择去大城市发展#空留老年人在

家中#大大降低其生存质量#再加上老年人高血压发病率极高#

导致脑血管长期处于高压状态#持续不降#很容易引起脑出血#

空巢脑出血患者一旦发病#则需患者立即到院接受治疗#即使

病情控制稳定#也极易复发#导致患者死亡等不良后果#对整个

家庭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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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此类疾病#临床上多给予

延续护理#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为此本研究特选取本院收治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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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空巢脑出血康复期患者为研究对象#对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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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

者采用延续护理进行干预#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临床资料

$-$

!

一般资料
!

本组研究对象来源于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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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空巢脑出血康复期患者#根据随机

数字表法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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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所有患

者对本次研究均自愿参与且已签署知情同意书)两组患者体

质量-年龄-病程等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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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比性)排除标准!患者有精神系统疾病史%腹膜炎导致疼

痛不止%肾功能安全丧失%休克或不能配合治疗%发热且持续不

退%二尖瓣狭窄-主动脉关闭不全等先天性心脏病%精神分裂

症%室颤%心跳或呼吸停止%有癫痫病史且不能主动配合治疗%

随时有生命危险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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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对照组患者采取常规护理方法!住院期间#每日监

测患者生命体征%饮食指导!嘱患者少吃盐#低盐低脂饮食等%

常规康复锻炼及常规宣教工作)试验组患者在对照组患者护

理基础上进行延续护理#主要包括!在院期间#密切监测基本生

命体征波动情况后#做详细记录#并绘制变化曲线图#反复告知

患者自动血压仪使用方法%出院后#嘱患者自行购买电子血压

仪#每天早-中-晚各测
+

次#若患者自感不适#则立即拨打急救

电话%成立医护合作型专家小组#定期进行随访#电话随访时反

复强调其注意事项及血压监测方法#前
+

月内#每周进行电话

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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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及家庭随访
,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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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后#每周进行两次家庭随访#不

定期电话随访#持续
3

月%无论是在院期间还是出院后#都要对

老年患者进行心理护理及相关疏导#稳定患者情绪#并进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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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则列为康复期#评分越低#则干预

效果越好%其余量表满分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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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得分越高#则护理干预效

果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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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两组患者日常认知评分-肢体功能评分-心理及精神

状况评分
!

两组患者出院时的日常认知评分-肢体功能评分-

心理及精神状况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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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后的日常认知评分-肢体功能评分-心

理及精神状况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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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出血患者常因血管内压力较大#造成管壁负荷过重#引

起血管破裂#急性发作后#易危及生命#即使抢救及时#往往也

会造成脑组织坏死-瘫痪-终身残疾等后遗症#该病复发率较

高#对于空巢老人#若发作时无人陪伴#则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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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临床上多在常规护理基础上进行延续护理#并取得了一

定的效果)

空巢脑出血康复期患者治疗依从性较差#由于常年处于空

巢期#子女不在身旁#老人长期没人陪护#不注意饮食-运动等

情况#日常认知模糊-社会功能丧失-心理状态波动较大及精神

紊乱现象频繁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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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老年人接受新鲜事物能力较差#若没

人教授#很难自行掌握疾病防御及血压仪使用等相关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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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护理只能在患者住院期间#有效地监测患者脉搏-呼吸-心

率-血氧饱和度-血压等基础生命体征波动情况#未作详细记

录%仅能短暂地改善患者临床症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患者无

人看护等实质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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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护理干预方式较为表面#仅为常

规口头指导#不适合于记忆力较差的老年患者%多数老年患者

不能坚持运动#往往吃饱后一动不动#进一步增加了体内脂质

储存#增大心脏负荷#引发高血压#从而大大增加脑出血复发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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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延续护理较为系统#在入院期间对患者脉搏-呼吸-

心率-血氧饱和度-血压等基础生命体征进行实时监测及详细

记录#使医护人员更好地把握患者疾病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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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院期间

反复告知其自动血压仪使用方法#并嘱其反复练习%出院后#还

进行电话随访#询问其平日里饮食注意事项及锻炼方式#通过

提问的方式促进患者掌握相关知识#进一步提高了老年脑出血

康复期患者记忆力%定期进行家庭随访#使医护工作者进一步

了解患者恢复情况及潜在风险#并采取相应措施及时避免危险

发生%做好心理护理#把老人们当做自己亲人看待#耐心解答疑

问#进一步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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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试验组

患者经护理干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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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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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治疗依从性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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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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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表评分-日常认知评分-肢体功能评分-心理及精神状况评分明

显优于对照组#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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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护理干预

前试验组治疗依从性评分与对照组相近#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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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对空巢脑出血康复期患者进行延续护理干

预#能够有效改善日常认知模糊-社会功能丧失-心理状态波动

较大及精神紊乱现象#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大大提升了自身

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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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综上所述#应用延续护理对空巢脑出血康复期患者进行护

理干预#患者日常认知-社会功能-心理及精神状况有了明显改

善#治疗依从性显著提高#优于常规护理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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