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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分析早期康复护理对脑出血术后患者实施的效果以及预后 yy 影响。方法 本次研究对象均为我院收治的脑出
血术后患者，共计 84 例，收治时间范围介于 2019 年 9 月到 2020 年 3 月之间。按照数字表法对患者分组，选取其中 42 例设
为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另外 42例设为研究组实施早期康复护理。观察对两组的护理效果。结果 比较两组护理后的神经功能
恢复情况，研究组好于对照组（P＜0.05）；比较两组的护理满意度，研究组高于对照组（P＜0.05）；比较两组护理后的生活
自理能力，研究组优于对照组（P＜0.05）；比较两组的并发症发生率，研究组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 根据本次研究
的结果可以确认，将早期康复护理对脑出血术后患者实施有着理想的作用，不仅可以有效大幅提高患者的神经功能，还可以很
好的改善患者的生活自理能力，并避免患者出现并发症问题，从而使患者对护理更加满意，值得在临床上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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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出血作为临床上发病率较高的一种脑血管疾病，该病

具有很高的危险性，患者在发病后很容易出现死亡的严重后

果。即使患者得到有效的治疗，也极易出现多种后遗症问题，

如语言障碍、运动障碍以及认知功能障碍等，这将会严重影

响患者的生活自理能力，甚至会使患者丧失生活自理能力
[1]
。

所以，就需要对患者实施良好的护理干预措施，才能够有效

改善患者的生活自理能力，帮助患者更好的恢复健康
[2]
。因

此，本文旨在探讨分析将早期康复护理对脑出血术后患者实

施的效果以及预后。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对象均为我院收治的脑出血术后患者，共计 84

例，收治时间范围介于 2019 年 9 月到 2020 年 3 月之间。按

照数字表法对患者分组，选取其中 42 例设为对照组实施常规

护理，另外 42 例设为研究组实施早期康复护理。研究组男

24 例、女 18 例，年龄为 55 岁到 85 岁，均龄为 68.2（s=4.5）

岁；病程为 3 天到 16 天，平均病程为 8.2（s=0.5）天。对

照组男 23 例、女 19 例，年龄为 53 岁到 82 岁，均龄为 67.7

（s=4.3）岁；病程为 3天到 17 天，平均病程为 8.4（s=0.3）

天。两组的基线资料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 

1.2 方法 

两组入院后，均接受神经外科常规护理，主要包括基础

护理、健康宣教、饮食护理以及用药指导等。在这个基础上，

对研究组实施早期康复护理，主要内容为：第一。康复锻炼。

在患者术后根据其恢复情况，对其患肢进行适当的感觉刺激，

刺激方法为拍打以及按摩等。按照由慢到快、由远到近、由

轻到重的方式进行，每天饭后对患者刺激 3次，每次持续 10

分钟到 15 分钟。同时，在患者恢复自主活动能力之后，需要

帮助患者进行主动运动。例如，对患者开展神经发育握手运

动，方法为：指导患者将患侧拇指按在健侧拇指上方，其余

8 指交叉。双手肘部向前伸展，四肢慢慢地驱动患侧的上肢

做向上运动，在这个过程中不能憋气并要维持平衡。随着患

者的肢体功能恢复，可以指导患者进行桥式运动、坐起锻炼

等更加剧烈的运动，在患者能够下床活动后，则要指导患者

进行扶床运动或者是上下楼梯运动。需要注意的是，在患者

锻炼的过程中，需要全程陪同。第二，体位护理。在患者术

后需要告知其严格的卧床休息，并密切监视患者的生命体征，

在确定患者病情处于稳定的状态后，在为患者调整体位。通

常情况下，在患者术后 48 小时就可以为患者调整体位。首先，

按照仰卧位、健侧卧位、患侧卧位以及端坐位的顺序为患者

调整体位。患者在仰卧位状态下时，需要上下肢可以保持在

伸展状态，手心朝下铁床，这样能够很好的避免出现屈肌腱

挛缩的问题，仰卧位需要控制在 1 小时内，再为患者调整体

位。在将患者调整为健侧卧位时，其健侧上肢可以让患者按

照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摆放，然而要保证下肢髋关节可以处

于弯曲的状态，还要将软枕垫在患者的背部、腿足部以及受

压部位，避免患者出现压疮或者是患肢出现水肿，并改善患

者患侧的血液循环。如果患者的病情允许的情况，尽可能让

患者保持患侧卧位，这样可以加快患者的肢体功能恢复，并

且需要在患者背部放置软枕。通过实患者保持该体位，可以

有效改善患者患侧韧带压力以及肢体关节功能，降低偏瘫肢

体痉挛程度，从而使患者的患侧肢体更好的恢复。需要注意

的是，每隔 2 小时要帮助患者更换一次体位。第三，生活自

理能力训练。首先，需要帮助患者进行独立自主的进食、穿

衣以及洗脸等活动，并且要指导患者能够尽量使用患侧肢体，

并可以通过健侧肢体进行有效引导。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对

患者多加耐心，不可以操之过急，并要对患者进行鼓励，使

患者能够由慢到快的进行自主活动。如果患者存在吞咽功能

障碍问题，则需要对患者开展吐烟功能训练，主要是训练患

者的咀嚼肌以及舌肌。在训练过程中，需要告知患者保持嘴

唇紧闭状态，然后开展基础化抗阻力训练。而在训练舌肌时，

则要指导患者开展舔唇运动。在对患者完成基础训练后，可

以通过湿棉棒刺激患者的舌后部以及软腭等口腔组织，每天

进行 10 次以上的反复训练，这样能够很好的改善患者的吞咽

反射功能。同时，需要对患者进行口腔操训练，在训练前需

要引导患者进行张闭口和伸舌训练，然后进行空吞咽动作。

以上训练均需要在饭前进行，每天 3次，每次 15 分钟。其次，

根据患者的恢复情况，可以指导患者进行更加复杂的活动训

练，例如梳头、沐浴以及自主排泄等。同时，还要对患者开

展穿脱衣训练，告知患者穿衣时需要先脱健侧再脱患侧，在

穿衣时则也要先由健侧开始。第四，心理护理。由于该病具

有很高的病残率，导致患者在发病后将会出现比较严重的负

性情绪。这就需要在患者训练的全过程中，能够对患者进行

有效的安抚和鼓励，在患者获得进步后，要对其多加表扬。

在患者对训练产生抵触情绪后，则需要与患者深入沟通，倾

听患者的内心想法，然后对患者进行针对性的心理疏导，满

足患者合理的护理需求，提高患者的自信心。同时，还需要

获取患者家属的支持，促使他们也可以参与到对患者的护理

工作之中，使患者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从而可以自主的开展

功能锻炼。 

1.3 观察指标 

在两组接受护理的过程中，观察患者的并发症（吸入性

肺炎、压疮、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情况。在两组接受护理

前、后，根据生活自理能力量表评估患者的生活自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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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分值为 0 分到 100 分，分数越高表明患者的生活自理能

力越好。同时，根据神经功能缺损量表评估患者的神经功能，

评分越高代表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问题越严重
[3]
。并且，在

患者出院前，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了解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1.4 统计学分析 

通过 SPSS22.0 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用百分比表示计数

资料，行卡方检验；对计量资料行 t 检验，用均数±标准差

进行表示。P＜0.05 时，表明对比有差异。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的护理满意度 

比较两组的护理满意度，研究组高于对照组（P＜0.05）。

详情如表 1所示。 

表 1 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n/(%)] 

组别 n 满意 比较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率

研究组 42 26 14 2 95.24 

对照组 42 20 12 10 76.19 

 
2

x  / / / / 6.222 

P / / / / 0.013 

2.2 对比两组护理前、后的生活自理能力 

两组护理前生活自理能力对比无差异（P＞0.05）；两组

经过护理后，其生活自理能力均有明显提高。比较两组护理

后的生活自理能力，研究组优于对照组（P＜0.05）。详情如

表 2所示。 

表 2 对比两组护理前、后的生活自理能力（ sx  ） 

组别 n 护理前生活自理能力评分（分） 护理前生活自理能力评分（分）

研究组 42 31.5±4.9 78.2±12.5 

对照组 42 32.3±4.8 55.4±8.3 

t / 0.756 9.848 

P / 0.452 0.000 

2.3 对比两组的并发症发生率 

比较两组的并发症发生率，研究组低于对照组（P＜
0.05）。详情如表 3所示。 

表 3 对比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n/(%)] 

组别 n 吸入性肺炎 压疮 下肢深静脉血栓 总发生率

研究组 42 1 1 1 7.14 

对照组 42 5 3 3 26.19 

 
2

x  / / / / 5.486 

P / / / / 0.019 

2.4 对比两组护理前、后的神经功能 

研究组护理前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为（15.9±2.3）分，

对照组护理前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为（15.4±2.2）分，两组

护理前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对比无差异（P＞0.05）；两组经

过护理后，其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均有明显下降。研究组护理

后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为（7.1±1.2）分，对照组护理后的

神经功能缺损评分为（10.5±1.4）分。比较两组护理后的神

经功能，研究组好于对照组（t=11.950，P=0.000）。 

3 讨论 

脑出血患者在接受手术治疗后，很容易会出现各种不同

程度的并发症，这不仅会给患者带来极大的不适，还会严重

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给患者的家庭带来极大的经济负担
[4]
。

有研究资料显示
[5]
，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具有重组，在受到

外界的适当刺激后，将会出现神经元细胞再生的情况。而通

过对患者实施有效的护理干预，将可以很好的刺激患者的神

经元细胞再生
[6]
。但是，常规的护理干预作用有限，无法有

效的改善患者的神经功能。康复护理作为一种新型的护理干

预手段，将能够使医疗资源合理的得到利用，对脑出血患者

开展有效的康复功能锻炼，这样就可以大幅改善患者的残疾

程度，帮助患者恢复生活自理能力，从而减轻患者的家庭负

担
[7]
。 

而早期康复护理主张在患者术后早期就积极的开展护理

干预，更快的对患者进行康复锻炼，这样可以取得更加理想

的护理干预效果。首先，早期康复护理将可以根据患者的身

体状况以及病情状况，开展循序渐进的康复锻炼，能够对患

者的偏瘫肢体进行有效刺激，从而加快患者的神经元再生，

并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
[8]
。同时，对患者开展系统性的康复

指导，将可以有效锻炼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改善患者的生

活质量。其次，通过对患者进行体位指导，能够提高患者的

舒适度，避免患者的生命体征出现波动
[9]
。在患者术后 48 小

时，再为患者更换体位，这样可以有效防止患者出现压疮，

并指导患者开展有效的肢体训练。最后，在对患者护理的全

过程，对患者进行有效的心理疏导，可以使患者感受到他人

的关心和尊重，不仅可以提高患者的依从性，还能够使患者

对康复训练充满信心，这样就能够很好的配合护理人员开展

康复训练，并建立融洽的护患关系
[10]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

比较两组护理后的神经功能，研究组好于对照组（P＜0.05）。

这说明早期康复护理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的神经功能；比较两

组的护理满意度，研究组高于对照组（P＜0.05）。这说明早

期康复护理可以使患者对护理更加认可；比较两组护理后的

生活自理能力，研究组优于对照组（P＜0.05）。这说明早期

康复护理可以大幅增强患者的生活自理能力；比较两组的并

发症发生率，研究组低于对照组（P＜0.05）。这说明早期康

复护理可以很好的预防并发症。 

综上所述，将早期康复护理对脑出血术后患者实施有着

理想的作用，不仅可以有效大幅提高患者的神经功能，还可

以很好的改善患者的生活自理能力，并避免患者出现并发症

问题，从而使患者对护理更加满意，值得在临床上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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