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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系统康复护理对重症脑卒中偏瘫患者上肢
0

反射%

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

孙秀艳%

!蔡春琴"

'

%8

陕西省西安市第四医院重症医学科!陕西西安
&%$$$'

&

"8

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医院护理部!陕西渭南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早期系统康复护理对重症脑卒中偏瘫患者上肢
0

反射%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方法
!

选取西安市第四医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重症脑卒中偏瘫患者
#'

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简单随

机抽样法将入选的
#'

例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给予早期

系统康复护理"比较两组患者
0

反射和
4

波最大波幅#

0

)

4E:Q

$值%运动功能%日常生活能力及护理满意度"

结果
!

观察组患者护理后
0

)

4E:Q

值明显低于对照组!简式
PD

C

F/49

N

9;

运动功能量表评分及日常生活能力

量表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观察组患者各项护理满意度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8$!

$"结论
!

早期系统康复护理在重症脑卒中偏瘫患者中应用效果良好!能有效改善患者上肢
0

反射及日常

生活能力"

关键词"早期系统康复护理&

!

重症脑卒中&

!

偏瘫&

!

日常生活能力&

!

肢体功能

中图法分类号"

7'&%

&

7&'(8(

文献标志码"

5

文章编号"

%?&"/)'!!

#

"$%)

$

%(/%)("/$(

!!

脑卒中是临床上常见的神经系统急症之一#好发

于中老年人群#具有较高的致残率和病死率'偏瘫是

重症脑卒中后最常见的功能障碍#常规护理措施对于

改善重症脑卒中偏瘫患者的运动及生活自理能力效

果不理想*

%

+

'早期系统康复护理通过指导患者进行

基础康复训练#对于重症脑卒中偏瘫患者上肢
0

反射

的改善及运动功能的恢复具有积极作用*

"

+

'有临床

研究表明#早期系统康复护理有助于大脑侧支循环的

建立#改善大脑血供#同时各关节的早期康复训练有

助于重症脑卒中偏瘫患者肢体功能的恢复#进而有利

于提高患者的生活自理能力*

(

+

'本研究旨在探讨早

期系统康复护理对重症脑卒中偏瘫患者上肢
0

反射)

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8$

!

一般资料
!

选取西安市第四医院
"$%?

年
%

月

至
"$%#

年
(

月收治的重症脑卒中偏瘫患者
#'

例作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L49K+F@>

!

SDF

N

"$%)

!

T=F8%?

!

U=8%(



为研究对象#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法将入选的
#'

例患

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

例'治疗组

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8"(^

!8'%

%岁(病程
(

!

"%

周#平均$

%$8#'̂ (8"!

%周(其中

脑梗死
")

例#脑出血
%(

例(合并高血压
%!

例#合并

高脂血症
)

例#合并糖尿病
!

例#合并冠心病
(

例'

对照组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8)!̂ !8%(

%岁(病程
"

!

"(

周#平均$

%%8!"̂

'8(&

%周(其中合并高血压
%#

例#合并高脂血症
&

例#

合并糖尿病
?

例#合并冠心病
(

例'两组患者一般资

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8$!

%#具有可比性'

$8/

!

纳入和排除标准

$8/8$

!

纳入标准
!

$

%

%

#'

例重症脑卒中偏瘫患者均

符合中华医学会神经科学会的诊断标准*

'

+

#经脑
+*

)

颈动脉彩超等影像学辅助检查确诊($

"

%纳入患者均

为单侧偏瘫($

(

%患者为首次发病#或有相关既往病史

但未出现运动及神经功能损伤等后遗症($

'

%患者入

院时血栓
!

项指标)血常规及肝肾功能指标均有不同

程度的异常改变($

!

%患者无意识障碍及明显高颅压

改变征象($

?

%患者生命体征平稳#神志清楚($

&

%患者

沟通能力良好#能够配合完成相关的治疗及检查($

#

%

患者自愿参与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8/8/

!

排除标准
!

$

%

%认知障碍或感知障碍者($

"

%

严重精神疾病或痴呆者($

(

%严重心)肝)肾功能不全

者($

'

%近期有感染史)手术史者($

!

%同时接受其他研

究者($

?

%过敏体质或严重皮肤病患者($

&

%合并类风

湿或结缔组织疾病者($

#

%妊娠)哺乳期妇女($

#

%合并

肿瘤或结核患者'

$8'

!

方法
!

对照组进行常规基础护理#包括入院指

导)生活护理)按照医嘱给予治疗护理)出院健康宣

教'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应用早期系统康复护

理#具体护理内容如下!$

%

%早期系统康复护理的肢体

功能锻炼#指导患者进行床上翻身)移动#循序渐进#

对患者进行坐位平衡)站立平衡训练#根据患者恢复

情况再行手杖使用和步行训练'$

"

%早期系统康复护

理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训练#指导患者使用辅助工具

进行翻身)坐起)从床旁移动到轮椅上等基本活动#训

练患者通过搭积木)拨算盘等逐步恢复洗脸)刷牙等

自我护理能力'$

(

%心理护理#落实基础护理#保持病

房整洁干净#给患者营造良好的住院环境#进而缓解

患者的紧张情绪'护士在日常治疗护理工作中应注

重加强与患者及家属的交流与互动#耐心解答患者疑

问#与患者及家属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通过日常观

察#全面掌握患者病情变化及心理状况#根据患者社

会背景及文化程度进行针对性的心理干预#缓解患者

负性情绪#积极给予心理支持#增强患者自信心#使其

更加主动地配合护理康复训练'$

'

%辅助护理措施#

按摩患者患侧肢体#按摩过程中根据其肌张力调整手

法#强化患肢的刺激'

$81

!

评价标准
!

$

%

%

0

反射检查!仪器选用丹迪

49KB;=>@G\9

NI

=@>Be=;M<B:B@=>

肌电图仪#记录患侧

上肢
0

反射和
4

波最大波幅$

0

"

4E:Q

%值'$

"

%肢

体运动功能评定*

!

+

!采用简式
PD

C

F/49

N

9;

运动功能

量表$

P45

%评定运动功能#分数越高#运动功能越好'

$

(

%日常生活质量评定*

?

+

!采用日常生活能力$

V:;/

B19F

%量表评定日常生活质量#分数越高#日常生活质

量越好'$

'

%满意度调查!采用西安市第四医院自制

患者护理满意度调查表#包括环境护理)基础护理)治

疗护理)心理护理
'

个项目#每项
%$$

分#表格主要由

患者或家属在出院前完成#根据住院期间护理情况进

行评分'

$82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2]]"$8$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

分析处理#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 Â

表示#两组间比

较采用
9

检验'以
!

#

$8$!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8$

!

两组患者
0

"

4E:Q

值比较
!

见表
%

'两组患者

护理前
0

"

4E:Q

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8$!

%(两组患者护理后
%

)

(

个月
0

"

4E:Q

值均明显

低于护理前#且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

!

#

$8$!

%'

表
%

!!

两组患者
0

)

4E:Q

值比较#

' Â

$

组别
&

护理前 护理后
%

个月 护理后
(

个月

观察组
'" %$$8%%̂ %$8#! !$8'%̂ !8?(

"'

(!8%#̂ '8&&

")'

对照组
'" %$%8?"̂ %$8!' ?$8&&̂ !8'?

"

'$8#!̂ '8'&

")

9 $8?'& #8!?% !8?"%

! $8!"$ $8$$$ $8$$$

!!

注!与同组护理前比较#

"

!

#

$8$!

(与同组护理后
%

个月比较#

)

!

#

$8$!

(与对照组比较#

'

!

#

$8$!

/8/

!

两组患者
P45

评分比较
!

见表
"

'两组患者

护理前
P45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8$!

%(两组患者护理后
%

)

(

个月
P45

评分均明显高

于护理前#且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

!

#

$8$!

%'

/8'

!

两组患者
V:;B19F

评分比较
!

见表
(

'两组患者

护理前
V:;B19F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8$!

%(两组患者护理后
%

)

(

个月
V:;B19F

评分均明显

高于护理前#且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

!

#

$8$!

%'

表
"

!!

两组患者
P45

评分比较#

' Â

(分$

组别
&

护理前 护理后
%

个月 护理后
(

个月

观察组
'" "!8()̂ !8?% (!8#$̂ ?8!#

"'

')8!?̂ ?8'%

")'

对照组
'" "'8&&̂ !8'( ($8(?̂ ?8#)

"

(!8?&̂ ?8!(

")

9 $8!%! (8&$$ )8#(#

! $8?$# $8$$$ $8$$$

!!

注!与同组护理前比较#

"

!

#

$8$!

(与同组护理后
%

个月比较#

)

!

#

$8$!

(与对照组比较#

'

!

#

$8$!

/81

!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评分比较
!

见表
'

'观察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L49K+F@>

!

SDF

N

"$%)

!

T=F8%?

!

U=8%(



组患者各项护理满意度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

!

#

$8$!

%'

表
(

!!

两组患者
V:;B19F

评分比较#

' Â

(分$

组别
&

护理前 护理后
%

个月 护理后
(

个月

观察组
'" (!8!"̂ !8?% !(8()̂ !8(%

"'

&!8'(̂ !8!#

")'

对照组
'" (!8?'̂ !8!? '!8?!̂ !8'&

"

?%8?(̂ !8")

")

9 $8$)# ?8!#$ %%8?(%

! $8)"" $8$$$ $8$$$

!!

注!与同组护理前比较#

"

!

#

$8$!

(与同组护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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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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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评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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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脑卒中的发病率逐年上升#重症脑卒中后偏

瘫较为常见#患者会存在不同程度的肢体功能障碍'

常规护理在促进患者神经运动功能方面具有一定的

局限性'早期系统康复护理采用被动患肢活动的刺

激方式#能有效增加患肢血液循环#同时可强化肢体

协调性#减少废用综合征发生*

&

+

'有研究表明#早期

系统康复护理有助于新的神经通路形成#进而建立由

高级中枢控制的运动模式#从而改善患者运动功能#

提高其生活自理能力*

#

+

'

0

反射是整个传导通路上感觉及运动纤维功能

状态的单突触反射#有助于测定脊髓前角
#

运动神经

元的兴奋性'有研究显示#脑卒中后大脑皮层失去了

调节及控制偏瘫侧上肢屈肌群的脊髓中枢作用#肌电

图显示脊髓前角
#

运动神经元兴奋性增加及
0

"

4E:Q

值上升*

)

+

'本研究结果表明#观察组患者
0

"

4E:Q

值明显降低#这可能与早期系统康复护理能够

有效抑制脊髓运动神经元的兴奋性有关#与万绍勇

等*

%$

+的研究结果一致'

本研究中观察组患者护理后
V:;B19F

评分)

P45

评分明显升高#表明早期系统康复护理能有效促进重

症脑卒中偏瘫患者肢体功能的恢复及生活自理能力

的提升#可能与观察组患者早期进行日常生活活动能

力训练及肢体功能锻炼有关'龙淼*

%%

+研究早期康复

操对脑卒中偏瘫患者
V:;B19F

指数和
PD9F/49

N

9;

运

动功能及生存质量影响的结果表明#早期康复操能明

显增强脑卒中偏瘫患者的运动功能及生活自理能力#

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本研究结果表明#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度评分明

显高于对照组#这可能与观察组通过对患者进行早期

系统康复护理有关#护士在护理过程中与患者及家属

进行有效沟通#提供针对性的治疗及心理护理#与患

者建立了良好的护患关系#这也可能与护士在与患者

进行早期系统康复护理的过程中耐心细致地讲解疾

病的相关预防知识及用药目的和注意事项有关'贾

秀贤等*

%"

+在早期康复训练脑卒中偏瘫患者治疗中的

应用结果表明#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进行早期系统康

复护理#能有效提高护理满意度及健康教育知晓率#

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综上所述#早期系统康复护理有助于重症脑卒中

偏瘫患者运动功能的恢复及日常生活能力的提升#对

上肢
0

反射的改善也有一定作用#同时有利于提高患

者对护理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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