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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康复护理干预对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康复效果临床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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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本文将主要研究早期康复护理干预对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康复效果进行临床观察，将对其康复效果进行有效
的分析。方法：本文将选取本院 2019年 12月~2020年 4月收治的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为研究对象，将 60例患者按照完
全随机划分为两组。对照组主要是采用常规的护理手段进行干预，观察组主要采用早期康复临床护理进行干预。结果：将两组
的数据进行对比，观察组治愈人数、显效人数与有效人数高于对照组，无效人数低于对照组，观察组整体有效率为 96.7%，
对照组整体有效率为 66.7%，观察组治疗效果更佳，组间比较有明显差异（P<0.05）。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生活质量评分对比，
观察组患者的躯体功能、社会功能等评分均高于对照组，观察组的整体评分都明显优于对照组，组间比较有明显差异（P<0.05）。
结论：早期康复护理干预对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康复效果显著，并且能够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达到其预后效果，从而
促进患者早期康复，提高其生活质量，值得临床学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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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缺血性卒中又称为脑梗死，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一
种疾病，该疾病的发生是由于脑动脉的闭塞导致的脑组织的
梗死，伴随着神经元、星形胶质细胞、少突胶质细胞的损伤
所引起的。急性缺血性卒中常发生于 45~70 岁之间的中老年
人，由于该疾病发病较急、多无前驱症状，所以患者会出现
脑疝和昏迷，少部分患者会出现痫性发作。由于该疾病的致
残率与死亡率都较高，所以对患者以后的日常生活带来了严
重的影响，为了有效的避免患者出现肢体障碍与神经障碍，
因此早期的康复临床护理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将以本院
2019年 12月~2020年 4月收治的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为研究
对象，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本文将选取本院 2019 年 12 月~2020 年 4 月收治的急性

缺血性卒中的患者为研究对象，将 60 例患者按照完全随机划
分为两组。分别为观察组与对照组，观察组 30 例，男 20 例、
女 10 例：年龄为 36~70 岁，平均年龄为（48.26±7.2）岁；
对照组 30 例，其中男 15、女 15，年龄为 40-80 岁，平均
（49.8±7.6）岁，纳入标准：患者能够忍受早期康复训练的
患者，并且生活能够自理；对本次研究目的以及意义均知情，
并且签署同意书的患者。两组患者的基本资料没有显著的统
计学差异。 

1.2 护理方式 
对照组主要是采用常规的护理手段进行干预，护理人员

在急性期要注意患者的意识、瞳孔以及肢体活动的变化，同
时也要注意患者的血压情况。 

观察组主要采用早期康复临床护理进行干预，主要措施
如下：（1）心理护理：患者在患病之后会产生紧张、焦虑等
不良心理情绪，这些不良情绪会给患者造成极大的心理负担，
不利于疾病的康复，所以护理人员以及家属要做好患者的思
想工作，护理人员要对患者进行健康宣教，让患者能够正确
的认识疾病，同时要轻声呵护、鼓励患者，并且要及时去了
解患者的心理与生活上的需求等，要取得患者的信任，消除
其焦虑等心理问题。（2）康复训练：患者在进行早期的康复
训练时，护理人员应为患者制定训练计划表，循环俱进，避
免患者出现训练过度的情况，同时在患者进行上肢训练的时
候，要帮助患者进行前屈、内收、外旋等动作来帮助患者被
活动的身体。（3）语言训练：护理人员可以采取听、读、看
等训练方式帮助患者进行语言训练，同时可以与患者进行交
流，并不断加强训练，促进不会正常开口的患者的预后恢复。 

1.3 评价指标 
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和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生活

质量评分。 
1.4 统计学分析 

将本文涉及数据全部录入到 Excel 表格，使用 SPSS20.0 软件

包处理所有试验数据，不良事件发生率、临床疗效为计数资

料（[n（%）]， =0.05 为校准数据，χ²检验），平均年龄

为计量资料（[n（ ）]，（P<0.05）为校准数据，t 检验），

分析组间数据差异及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将两组的数据进行对比，观察组治愈人数、显效人数与

有效人数高于对照组，无效人数低于对照组，观察组整体有
效率为 96.7%，对照组整体有效率为 66.7%，观察组治疗效果
更佳，组间比较有明显差异（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对比[n（%）] 

组别/项目 例数（n）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30 12（40.0） 10（33.3） 7（23.3） 1（3.3） 96.7 

对照组 30 8（26.7） 9（30.0） 3（10.0） 10(33.3） 66.7 

2.2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生活质量评分对比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生活质量评分对比，观察组患者的躯

体功能、社会功能等评分均高于对照组，观察组的整体评分
都明显优于对照组，组间比较有明显差异（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生活质量评分对比[n（%）] 

组别/项目 例数 躯体功能 社会功能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30 53.15±9.23 60.12±11.23 30.15±6.28 37.59±6.12 

对照组 30 50.16±10.12 55.26±11.26 29.17±7.6 20.12±2.15 

3 讨论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作为脑血管最为常见的一种疾病，大

部分患者都是以颅内动脉血管堵塞为主，还存在着高血压、
心脏病等慢性疾病，发病的患者可能会出现存在肢体活动障
碍与语言障碍或者昏迷的现象，所以早期的康复临床护理就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给予患者合理的康复运动训练，从而提
高其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早期康复护理干预对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
的康复效果显著，并且能够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达到其
预后效果，从而促进患者早期康复，提高其生活质量，值得
临床学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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