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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性脑出血病人实施康复期延续护理的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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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自发性脑出血不利于病人生存质量提升，予以其康复期延续性护理十分必要。方法：选入我院 100 例自发性脑出
血病人作为实验对象，以 2020.01 至 2021.08 为研究时间，分组方法选用抽签法，依次为参照组、试验组，每组病例数为 50
例。两组护理模式分别为常规护理方案、延续性护理方案。以护理前后病人自我效能得分与护理满意情况为统计指标。结果：
（1）护理前，两组病人自我效能评分数据起伏较小，P 值高于 0.05。护理后，试验组评分指数大于参照组，P 值较 0.05 小（2）
试验组护理满意情况优于参照组。结论：自发性脑出血病人康复期应用延续性护理方案，临床效果得到充分印证，不仅有利于
提升病人自我效能评分，还可优化护理满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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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急性血管类疾病中，脑出血发病概率较高，并且临床

较为多见，不利于病人生活质量提升，对其生命健康造成严

重威胁。特别是自发性脑出血，在致残率、致死率等方面位

于前列。临床治疗自发性脑出血，除采用行之有效的措施外，

还应与优质护理方案相结合，提高病人预后效果，例如延续

性护理方案
[1]
。本研究选取 50 例自发性脑出血病人作为研究

对象，探究应用延续性护理的临床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将 2020.01 至 2021.08 作为本次研究的时间段，研究对

象选择 100 例自发性脑出血病人，以就诊时间对其进行均分

处置，组别为试验组、参照组。统计参照组 50 例病人，其中

男性病人总计 27 例，女性病人总计 23 例。年龄分布为 46 至

76 岁，平均年纪为（60.74±6.17）岁。统计试验组 50 例病

人，其中男性病人总计 28 例，女性病人总计 22 例。年龄分

布为 45 至 77 岁，平均年纪为（60.83±6.26）岁。两组自发

性脑出血病人临床资料较为平稳，P 值大于 0.05，存在比较

价值。 

1.2 方法 

参照组：以常规护理方案为实验方法。 

试验组：以延续性护理方案为实验方法，具体内容表述

如下：（1）制定病人档案登记表。在表中需要注明病人临床

资料、联系渠道、住址、用药情况、健康情况等。还可将护

理问题等在其中标注，病人出院前，将科室相关人员联系方

式通过卡片等形式发放给病人，护理人员告知病人定期回访

的重要作用、时间等。（2）病人入院后，护理人员对其病情、

各项指标等进行综合评估，包括但不限于血压、用药、饮食、

心理状态、肢体情况以及自理能力等。以评估结果为制定康

复护理方案的根据。(3)建立高血压脑出血病友微信群，定期

推送相关知识及回答患者家属疑问。（4）病人出院后，开展

定期随访工作，在出院1个月内，时间间隔为7天，1个月后，

为15天，了解病人用药情况、心理状态、康复锻炼情况等。 

1.3 观察指标 

（1）将两组护理前后病人自我效能得分进行记录、分析。

（2）将两组护理满意情况进行统计学处理。 

1.4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 100 例自发性脑出血病人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

均使用 SPSS21.0 软件，其中 t 检验与（均数±标准差）形式

作为计量资料（两组血气分析指标情况、两组临床疗效）的

检验标准。数据对比结果为 P 较 0.05 小时，统计学意义存在。 

2.结果 

2.1 两组护理前后自我效能得分探究 

经检验后可知，护理前，两组评分无明显波动，P 值高

于 0.05，护理后，试验组数值高于参照组，P值较 0.05 小，

数据对比突出。（见表 1） 

表 1 两组护理前后自我效能得分探究( sx  ，分) 

组别 例数（n） 护理前 护理后 

试验组 50 4.16±1.25 8.65±2.17 

参照组 50 4.23±1.18 7.24±2.03 

t  0.2879 3.3552 

P  0.7740 0.0011 

2.2 两组护理满意情况探究 

经检验后可知，试验组护理满意情况优于参照组，P 值

小于 0.05，数据差异波动较大。（见表 2） 

表 2 两组护理满意情况探究[n（%）] 

组别 例数（n） 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率

试验组 50 30（60.00%） 18（36.00%） 2（4.00%） 48（96.00%）

参照组 50 20（40.00%） 19（38.00%） 11（22.00%） 39（78.00%）

X
2

    7.1618 

P     0.0074 

3 讨论 

自发性脑出血在脑血管疾病中具有高致死率的特点，严

重威胁病人生命健康。诱发脑出血的主要原因与高血压疾病

相关，此外，先天性血管瘤、凝血障碍等也存在诱发脑出血

的可能。临床除采取积极的治疗措施提高病人生存质量外，

还需要配合相应护理措施。将延续性护理方案应用于自发性

脑出血康复期，以常规护理干预措施为基础，对病人进行训

练指导，通过医院-社区-家庭相结合的模式，加快病人恢复

速度，提高其生存质量。此外，延续性护理方案在改善病人

康复状态，提高其治疗依从性、用药依从性等方面均具有显

著作用
[2-3]

。 

本研究结果显示，护理前，两组自我效能评分无明显波

动，P 值高于 0.05，护理后，试验组数值高于参照组，并且

试验组护理满意情况优于参照组，P值较 0.05 小，数据对比

突出。 

总而言之，相较于常规护理模式而言，延续性护理方案

应用于自发性脑出血疾病中，效果十分显著，在提升病人自

我效能感，提高护理满意程度等方面均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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