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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早期综合康复护理对脑卒中偏瘫患者肢体康复疗效%

自理能力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杨金华!孙转妮#

!杨香丽!田瑞瑞

"陕西省西安市西电集团医院神经外科
!

("''((

$

!!

摘
!

要"目的
!

研究早期综合康复护理对脑卒中偏瘫患者肢体康复疗效%自理能力及生活质量"

e,A

$的影响&方法
!

选取

该院
$'"4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
(@

例脑卒中偏瘫患者!入院均经头颅
!)

或
+7<

检查确诊&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

组!每组各
&?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治疗和临床护理!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早期综合康复护理!分别于入院时%干预
"

个月%

干预
&

个月时点比较两组患侧肢体运动功能"

Q1

C

-6+H

.

HI

量表$评分情况!采用巴塞尔指数"

RJIE5H-

指数$观察两组生活自理能力

并进一步评估患者的
e,A

&结果
!

两组干预后均取得一定的康复效果!观察组干预
"

%

&

个月的
Q1

C

-6+H

.

HI

评分%

RJIE5H-

指数分

别高于对照组!干预
&

个月
e,A

评分明显较对照组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4

$&结论
!

早期综合康复护理能有效促进

脑卒中偏瘫患者肢体功能康复!提高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和
e,A

&

关键词"脑卒中'

!

偏瘫'

!

早期综合康复护理'

!

预后

!"#

!

$%&'()(

"

*

&+,,-&$)./0(122&/%$.&$2&%1X

文献标志码"

3

文章编号"

"@($6>%44

"

$'"(

$

"46$$>%6'&

!!

脑卒中是由脑部血管突然破裂或血管阻塞导致脑血流灌

注障碍的急性脑血管疾病(

"

)

#多发于中老年群体#具有发病率

高*致残率高*病死率高的三高特征'偏瘫是脑卒中后较为常

见的症状之一#患者患侧肢体功能衰退#严重影响日常生活自

理能力和生活质量$

e,A

%

(

$

)

'目前医学上对脑卒中的诊治水

平有明显改善#大大降低了病死率#但由于治疗观念的落后#仍

有部分医院尤其是中基层医院对脑卒中治疗预后康复重视不

足#导致临床疗效欠佳#致残率仍较高'近些年来国内外较多

学者提出早期康复甚至超早期康复的治疗理念(

&6%

)

#有助于脑

卒中偏瘫患者预后康复#改善生存质量'本次研究笔者对
(@

例患者进行随机对照研究#旨在探讨早期综合康复护理在脑卒

中偏瘫患者预后康复中的作用'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
$'"4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

(@

例脑卒中偏瘫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

"

%首次发病#

均存在肢体功能障碍&$

$

%由本院
$

名经验丰富的医师共同检

查#行头颅
!)

或
+7<

确诊&$

&

%年龄
'

?'

岁&$

%

%格拉斯昏迷

量表$

S!9

%评分
(

?

分&$

4

%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

"

%

生命体征不稳定&$

$

%患有严重心*肝*肾等器质性病变或合并

其他恶性肿瘤者&$

&

%精神意识障碍者或有痴呆史'将其随机

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每组
&?

例'其中对照组男
$4

例#

女
"&

例&年龄
%@

"

(4

岁#平均$

@":(Z(:%

%岁&脑卒中类型!脑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4

期
!

AJL+HG!-DK

!

31

C

12E$'"(

!

WB-:"%

!

TB:"4



梗死
$&

例#脑出血
"4

例&偏瘫位于左侧
"?

例#右侧
$'

例'观

察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4

"

(?

岁#平均$

@":4Z(:(

%岁&

其中脑梗死
$(

例#脑出血
""

例&左侧偏瘫
"?

例#右侧偏瘫
$'

例'本次研究经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且两组患者在性别*

年龄*脑卒中病变性质*偏瘫部位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

':'4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

对照组
!

患者入院给予基础治疗和专科临床护理'

$

"

%基础治疗!患者入院后给予降低颅内压*脱水*营养神经细

胞*改善脑循环*抗血小板聚集等神经内科基础治疗#口服药物

主要有尼莫地平$每次
%'/

C

%*维生素
V

$每次
"''/

C

%#均为
&

次"天&静滴药物有血栓通$每次
':4

C

%*复方丹参注射液$每次

$'/A

%*胞二磷胆碱注射液$每次
":'

C

%#均为
"

次"天'$

$

%

临床护理!指导患者日常药物治疗#如药物服用次数*方法*剂

量等&指导患者日常饮食#保持心情愉悦#鼓励患者积极配合治

疗等'

$:/:/

!

观察组
!

在对照组基础上$治疗方案*临床护理均相

同%同时给予早期综合康复护理#主要包括心理护理*肢体功能

康复锻炼$包括肢体关节主"被动活动训练%*日常生活自理能

力训练
&

个方面#在
$

名资深医师指导下#由本院经过培训的

专科经验护士实施护理'$

"

%心理护理'患者由于突然发病加

上肢体偏瘫#对个人心理刺激较大#易出现抑郁*焦虑*悲观失

落等消极负性心理#责任护士应多与患者聊天#语气温和平缓#

耐心倾听患者的诉苦#鼓励患者走出消极心理状态#树立战胜

疾病的决心&通过和患者家属沟通了解后#与患者谈一些患者

喜好的话题#愉悦患者的心情&通过听歌*看电视*聊天等方式

转移患者的注意力#放松心情#帮助消除抑郁焦虑心理'日常

多观察患者的情绪变化#尽量满足患者的需求#部分患者可能

因悲观消极*对治疗不抱希望的心理而出现抵抗甚至敌对行

为#可以通过联合患者家属*朋友*单位同事及朋友的关心支

持#提高患者对病情康复*恢复正常生活的信心和渴望'$

$

%肢

体功能康复锻炼'早期正确摆正患者肢体体位#上肢肩胛骨向

前*伸肘腕#下肢屈髋屈膝#注意防止患肩关节受压损伤&护士

或指导家属对患者进行肢体按摩#患肢由近端至远端#再由远

端至近端折返循环#按摩动作轻柔*缓慢平稳#力度以患者耐受

为宜#每次按摩持续约
"'/DK

#

&

次"天&进行肢体关节被动活

动训练#活动关节由大及小#活动幅度由小及大#平稳*渐进#训

练主要包括肩外展外旋*踝关节背屈*膝关节伸屈等#注意矫正

不当肢体姿势#患者耐受前提下每次训练
"4/DK

#

$

次"天&进

行肢体关节主动功能训练#指导患者进行翻身*坐起坐立的平

衡训练#运动量以患者耐受为度#充分利用健侧肢体帮助患侧

肢体运动并纠正不当姿势#随着病情好转逐渐进行站立*行走*

上下台阶等肢体功能训练'$

&

%日常生活自理能力训练'指导

患者自主挤牙膏*刷牙*洗脸*吃饭*穿衣脱衣*如厕*行走等日

常精细训练#每一动作的步骤要耐心地为患者演示并指导患者

自行完成#以穿开衫衣服为例#指导患者将衣服的袖筒悬垂在

两膝之间#这样有利于患者偏瘫侧手更容易穿进并通过袖筒#

然后健侧手将袖筒拉倒肩部完成偏瘫侧的穿衣'护士和家属

耐心鼓励患者用健肢带动患侧进行上述训练#每次持续
&'

/DK

#

$

次"天#在反复规律练习中恢复遗失功能'由于日常动

作训练是个长期的过程#当患者有进步或者学会了某个动作

时#应给予足够的肯定和鼓励#帮助日常自理能力训练的坚持

有效进行'$

%

%其他相应护理'患者由于长期卧床*运动量减

少等因素#导致身体机能下降#在康复运动训练的同时应注意

营养饮食指导#补充维生素*蛋白质*铁等营养物质#对于合并

高血压*高血脂患者应严格进行低脂*清淡饮食#多吃新鲜水果

蔬菜#日常注意卫生#被单衣服多换洗#积极做好压疮*厌食或

者便秘等并发症的预防'患者在训练过程中可能有体位不当

或习惯性过分依赖健侧等而影响训练效果#甚至引起关节挛缩

畸形*肩
6

手综合征*肩痛等症状#因此训练过程中应注意规范

患者的训练动作#纠正不正当体位#通过健侧引导患侧功能

恢复'

$:'

!

观察指标
!

分别于入院时*干预
"

个月*干预
&

个月时

点#观察患者肢体运动功能$

Q1

C

-6+H

.

HI

评分%'

Q1

C

-6+H

.

HI

量表总分
"''

分#根据患侧肢体反射活动*屈肌协同运动*伸肌

协同运动等方面评价#得分越高#肢体功能越好'采用巴塞尔

指数$

RJIE5H-

指数%观察两组生活自理能力变化'

RJIE5H-

指数

总分
"''

#从日常进食*洗澡*修饰*穿衣等方面进行评价#评分

越高#自理能力越好'观察两组
e,A

情况#

e,A

量表总分

"4'

分#从患者工作经济状况*心理状态*家庭关系*社会角色*

自我认知等方面进行评价#得分越高#

e,A

越好'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9899">:'

进行数据分析处理#计量

资料采用
7ZE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以
!

$

':'4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患者
Q1

C

-6+H

.

HI

评分比较
!

本次研究两组均无中

途退出或脱落患者#护理配合度较好'两组入院时评分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

%#干预后较入院时均有显著提高

$

!

$

':'4

%&观察组干预
"

个月*

&

个月的
Q1

C

-6+H

.

HI

评分均

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4

%'见表
"

'

表
"

!!

两组
Q1

C

-6+H

.

HI

评分比较#分'

7ZE

$

组别
)

入院时 干预
"

个月 干预
&

个月

对照组
&? &%:$Z>:( %?:4Z"':&

"

4?:(Z"$:%

"

观察组
&? &$:(Z"':" 4(:>Z"":$

"

(@:&Z"4:?

"

= ':@@' &:?'? 4:%'$

!

%

':'4

$

':'4

$

':'4

!!

注!与同组入院时比较#

"

!

$

':'4

/:/

!

两组患者
RJIE5H-

指数比较
!

两组入院
RJIE5H-

指数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

%#干预后均有显著提高$

!

$

':'4

%&组间比较#观察组在干预
"

个月*干预
&

个月
RJIE5H-

指

数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4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
RJIE5H-

指数积分比较#分'

7ZE

$

组别
)

入院时 干预
"

个月 干预
&

个月

对照组
&? $':$Z?:"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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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
e,A

评分比较
!

两组入院时*干预
"

个月的
e,A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

%#干预
&

个月后较入院

时均有显著提高$

!

$

':'4

%&且观察组干预
&

个月评分高于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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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患者出现后遗症的风险性较高#其发生原因多和脑

及相关部位的神经受损有关(

4

)

'脑卒中偏瘫患者肢体运动障

碍和自理能力衰退#给患者带来沉重的身心和经济负担#有效

的康复干预措施是改善预后的必要途径(

@

)

'传统临床经验认

为脑卒中患者早期应尽可能卧床制动静养#但患者预后效果并

不理想(

(

)

'随着脑卒中早期康复理念的提出#越来越多的学者

认可早期康复护理对患者康复的重要性(

?

)

'谢立娟等(

>

)研究

中指出脑卒中后中枢神经系统具有功能重组能力#当外部有规

律刺激下可促使部分神经元再生#充分调动脑组织残余细胞功

能时先进行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重建#以减少脑神经功能的伤残

程度#进而达到恢复患肢功能和生活自理能力的康复效果'

本次研究中观察组在常规治疗及临床护理基础上#主要从

心理护理*肢体功能康复锻炼*日常生活自理能力训练
&

个方

面给予早期综合康复护理'心理因素作为影响脑卒中预后的

重要因素#患者脑部肢体功能受损和情感障碍易出现焦虑*抑

郁等消极心理#悲观消极的接受治疗和康复训练#因此早期重

视心理方面的护理#对提高患者的康复意愿和决心具有重要作

用(

"'

)

#让患者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配合治疗和康复训练#有助于

提高肢体康复*日常自理能力训练等的主观配合度#进而改善

患者的生活自理能力和肢体功能(

""6"$

)

'本次研究中肢体功能

康复训练主要包括肢体体位摆放*按摩*主被动训练等#纠正不

恰当的肢体姿势#循序渐进锻炼患肢功能#这对预防因体位训

练不当引起的关节疼痛甚至畸形等并发症是十分有利的'梁

天佳等(

"&

)研究认为脑卒中患者中枢神经系统受损后#受损区

的周围神经细胞表现为传导功能严重衰退*出现半暗区而非细

胞死亡#外部肢体活动训练可刺激受损区周围未受损的神经系

统通过模拟*学习来承担受损区的功能#这对恢复患肢功能*提

高
RJIE5H-

指数*促进
e,A

水平提高都是十分有利的'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早期综合康复护理取得显著效

果#干预
"

个月*

&

个月后的
Q1

C

-6+H

.

HI

评分*

RJIE5H-

指数*

e,A

评分较入院时和对照组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4

%#说明早期综合康复护理能针对性的改善患者神经

功能缺损#改善肢体功能和生活自理能力'这也和彭立伟

等(

"%

)研究结论相吻合#该研究中观察组给予早期康复干预#

@

"

?

周后
Q1

C

-6+H

.

HI

评分*

RJIE5H-

指数*

Q1

C

-6+H

.

HI

评分改

善幅度均优于给予单纯治疗的对照组#这也进一步证实了早期

综合康复护理的显著临床价值'此外笔者在研究实践中发现

患者偏瘫及恢复程度存在较大差别#因此执行康复护理时应严

格根据患者个体情况#制订合理的康复计划#而且康复训练是

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过程#应告知患者切莫操之过急#积极配

合治疗和康复训练*不懈坚持是病情康复*恢复正常生活的重

要保证(

"4

)

'

综上所述#脑卒中偏瘫患者早期及时给予综合康复护理#

通过心理康复护理*肢体关节主被动训练*日常生活自理能力

训练等可帮助患肢肢体功能恢复#提高生活自理能力和
e,A

&

推广应用于临床#可减少患者医疗开支#降低致残率#具有较好

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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