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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化康复护理对脑卒中后神经源性尿失禁

患者膀胱功能及精神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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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脑卒中后神经源性尿失禁患者实施个体化康复护理的临床效果%方法
!

收集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例脑卒中后神经源性尿失禁患者的临床资料予以回顾性分析!按入院时间进行随机分

组!对照组"

,-

例$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

,.

例$给予个体化康复护理%观察统计
&

组患者不同时间的日间排

尿频次和单次最大排尿量!并进行生活质量评分与比较%结果
!

护理后
&

周!

&

组日间排尿频次与该组护理前

比较显著减少!单次最大排尿量显著增加"均
!

$

('(-

$#护理后
&

周观察组患者日间排尿频次显著低于对照组!

单次最大排尿量显著大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

$

('(-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显著优

于对照组"

!

$

('(-

$#观察组护理满意度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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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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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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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脑卒中后神经源性尿失禁患者采用个体化康复护理可显著改善其膀胱功能!并提高生活质量%

关键词"脑卒中#

!

神经源性尿失禁#

!

膀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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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失禁是一种长期困扰成年人#尤其是中老年女

性的常见病#虽非致命性疾病#但带来社会活动诸多

不便和尴尬#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

+

)脑卒中会对患者

的脑功能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导致因弥漫性或局限

性脑功能缺失现象引发神经源性尿失禁等不良后果#

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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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治疗中要积极实施配

合护理服务和康复护理等#以改善其预后)为达到更

好的预后效果#本研究对患者实施个体化康复护理#

效果理想#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例脑卒中后神经源性尿失禁患者#男
,4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

-(').]%('&-

&岁)按

照入院时间进行随机分组#对照组$

,-

例&给予常规护

理#观察组$

,.

例&给予个体化康复护理)本研究过程

及研究对象的分组治疗方案均取得患者及其家属同

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

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等一般

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

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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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护理#包括常规皮

肤护理#保持患者局部皮肤的干燥'清洁等#并定期更

换床单)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采用个体化

康复护理!$

%

&制订个体化康复训练方案)对不同患

者的基本状态和病因等进行了解#掌握不同患者的个

体化情况)在医师指导下制定针对性的康复护理方

案#确定康复护理的形式和内容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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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教育)

针对康复训练的内容和计划安排向患者进行介绍#引

导患者充分认识康复训练的重要性#积极配合护理人

员的工作#参与训练)将康复训练的内容和要点等告

知患者#帮助其掌握训练的进度和方式等#做到心中

有数)$

,

&实施科学的个体化训练)结合训练方案#

指导患者科学进行康复训练)对患者实施局部按摩#

将手掌心放在患者的膀胱区域#按照顺时针的方式进

行按摩)按摩过程中保持适当的力度#及时询问患者

的感受#时间为
,

#

$K9:

)按摩过程中适当改变按摩

力度#从轻度按摩开始#逐渐增加力度)之后逐渐减

轻力度#循环不同力度进行按摩)通过按摩下腹膀胱

区或热敷会阴部#达到促使排尿的目的)科学指导患

者进行局部锻炼#于排尿后
&(

#

,(K9:

指导患者饮水

&((

#

,((KR

#之后进行腹式呼吸*

$

+

)呼吸过程缓慢

且有力地收缩及放松腹部'尿道'会阴部肌肉
&

#

,

K9:

#每次收缩
,

#

-=

#放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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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上述训练后#

引导患者听流水声)通过外界条件刺激#使用反射方

式诱导其排尿)对无排尿意愿的患者#也要指导其想

象需要排尿#同时做出一定的排尿动作)出现尿意时

转移注意力'抑制尿意#延长排尿间歇期)患者开始

排尿后#指导其有意识地放慢排尿速度或中断尿流

&

#

,

次*

#

+

)$

$

&饮食指导)饮水过度会导致多尿而加

重尿失禁#饮水过少则会造成便秘#因此需指导患者

适量饮水*

.

+

)另外指导患者合理饮食#辨证配膳'营

养丰富'清淡易于消化'不偏食)

$''

!

观察指标
!

观察统计
&

组患者不同时间的日间

排尿频次和单次最大排尿量#并进行生活质量评分与

比较)护理前和护理后
&

周#分别利用生活质量综合

评定问卷$

\g2R[6.$

&对
&

组实施评估#得分越高提

示患者的生活质量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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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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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Y+YY%.'(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

&

组不同时间日间排尿频次和单次最大排尿

量等计量资料以
F]@

表示#使用
;

检验#计数资料以

例数或百分率表示#应用
!

& 检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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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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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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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患者一般资料结果比较
!

&

组患者的性别'

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具有可比性)见表
%

)

表
%

!!

&

组患者一般资料结果比较

组别
例数

$

-

&

性别$

-

&

男性 女性

平均年龄

$

F]@

#岁&

病因$

-

&

脑梗死 脑出血

观察组
,. &( %. -('&%]%(',, %. &(

对照组
,- %4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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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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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患者不同时间日间排尿频次和单次最大排

尿量结果比较
!

&

组患者护理前和护理后
&

周比较#

日间排尿频次显著减少#单次最大排尿量显著增加

$均
!

$

('(-

&%且护理后观察组日间排尿频次显著低

于对照组#单次最大排尿量显著高于对照组$均
!

$

('(-

&)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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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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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患者不同时间日间排尿频次和单次最大

!!!

排尿量结果比较#

F]@

$

组别
例数

$

-

&

日间排尿频次$次&

护理前 护理后

单次最大排尿量$

KR

&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 4'-)]%'#- .'(&]%'$% %.-',,],('&-&&('%,]$('&%

对照组
,- 4',-]%'.. .'4$]%'#4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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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患者治疗后
\g2R[6.$

评分结果比较
!

治

疗后观察组患者
\g2R[6.$

评分显著优于对照组

$

!

$

('(-

&)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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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患者治疗后
\g2R[6.$

评分结果比较#

F]@

%分$

组别 例数$

-

& 总评分 社会功能 物质生活 心理功能 躯体功能

观察组
,. #('.4]4')- #$'%)]%$'%, -&'(#]%%',# #&'&-]%&',% -)'.4]%&'.)

对照组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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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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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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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患者护理满意度评分结果比较
!

治疗后观

察组患者护理满意度评分*$

4)'..]&('%&

&分+显著

优于对照组*$

)-',$]%&'&-

&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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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失禁是指患者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发生不受控

制的排尿)尿失禁的类型很多#一般分为压力性尿失

禁'急迫性尿失禁'混合性尿失禁'充盈性尿失禁

等*

4

+

)自上世纪
4(

年代中期以来#尿失禁已成为世

界
-

大疾病之一#尤其以女性为甚*

%(

+

)

脑卒中后神经源性尿失禁患者的膀胱功能出现

一定的异常变化#体现在排尿频次异常增多及单次最

大排尿量减少等方面*

%%

+

)本研究结果表明#护理后
&

周#

&

组患者的日间排尿频次与本组护理前比较显著

减少#单次最大排尿量显著增加$均
!

$

('(-

&%护理

后
&

周观察组患者的日间排尿频次显著低于对照组#

单次最大排尿量显著大于对照组$均
!

$

('(-

&)提

示通过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联合个体化康复护理#可

很好地改善患者的膀胱功能)在临床对不同神经源

性尿失禁患者进行护理干预的时候#不同患者的个体

差异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

+

)常规护理模式下忽

视了对不同患者个体差异的分析#相应的护理干预也

缺乏针对性)但通过实施个体化康复护理#可充分立

足不同患者的个体差异#对患者实施全面细致的'有

针对性的个体化护理服务#更好地促进其康复#达到

改善患者膀胱功能的效果*

%,

+

)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

后观察组患者的
\g2R[6.$

评分显著优于对照组

$

!

$

('(-

&#且护理满意度评分也显著优于对照组

*$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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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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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脑卒中后神经源性尿失禁患者实施个体

化康复护理可有效提高其生活质量)护理过程中应

注重不同患者的个体化情况予以分析和针对性的护

理#有效提高患者护理满意度)个体化康复护理可对

不同患者的实际情况及个体差异等制订针对性的康

复护理方案#然后通过健康教育#激发患者参与训练

的积极性)具体的个体化康复训练应结合训练方案#

从局部按摩'排尿训练'饮食指导等多方面指导患者

科学地参与到康复训练之中#达到更好的护理效

果*

%$

+

)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证实#脑卒中后神经源性

尿失禁患者实施个体化康复护理可显著改善其膀胱

功能#并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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