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

亚洲临床医学杂志·第 04卷·第 02 期·2021 年 0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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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ke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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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nursing of hemiplegic limbs in nursing of cerebral infarction. 
Methods: A total of 80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hemiplegia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uly 2019 to July 2020 were select-
ed and divided into 2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color ball method, with 4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reference group adopted 
conventional nursing methods,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pplied limb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nursing methods on the basis of the 
reference group to observ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hysical function of the limb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ability of daily living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Results: The two groups had differences in the improvement of limb motor function, the 
improvement of daily life ability, and the satisfaction degre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e reference group, and the differ-
ence was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In the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and hemiplegia, applying the method of 
limb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can achieve significant nursing effects and has clinical promo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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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偏瘫肢体康复训练护理在脑梗塞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张燕　

济南市社会福利院，中国·山东 济南 250000　

摘　要

目的：探究偏瘫肢体康复训练护理在脑梗塞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 2019 年 7 月 -2020 年 7 月我院收治的 80 例脑梗
塞偏瘫患者，根据随机颜色球法分为 2 组，各 40 例。参照组采取常规护理的方法，实验组在参照组的基础上应用肢体康复训
练护理的方法，观察两组患者的肢体运动功能改善情况、日常生活能力改善情况以及满意度。结果：两组在肢体运动功能改
善情况、日常生活能力改善情况、满意度的比较上存在差异，观察组均优于参照组，差异显著（P ＜ 0.05）。结论：在脑梗
塞偏瘫患者的护理中，应用肢体康复训练的方法，可以取得显著的护理效果，具备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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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脑梗塞（cerebral ischemic stroke）属于临床常见的心脑

血管疾病，此病多见于老年人群体，具备发病急、致残率高

以及致死率高的特点。脑梗塞的发生是因为人体脑血液供应

出现的障碍，通常又被称为缺血性脑卒中、脑梗死。在临床

上，罹患脑梗塞的患者会出现言语障碍、偏瘫等情况 [1]。其中，

偏瘫情况的存在会对患者的肢体运动功能、日常生活能力造

成影响。因此，应切实加强对脑梗塞偏瘫患者的临床干预，

以此来实现患者预后的改善。基于此，本次实验围绕偏瘫肢

体康复训练护理在脑梗塞护理中的应用效果进行了分析，具

体分析报告如下。

2 资料和方法

2.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收治的脑梗塞偏瘫患者共 80 例进行实验，选

取时间 2019 年 7 月 -2020 年 7 月，根据随机颜色球法分为 2 组，

各 40 例。参照组男 21 例，女 19 例，年龄 50~78 岁，平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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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64.31±4.15）岁；实验组男 21 例，女 19 例，年龄 50~79 岁，

平均年龄（64.79±4.28）岁；通过比对发现，两组患者间的

一般资料，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存在可比性。

纳入标准：参与此次研究的患者均符合脑梗塞的相关临

床诊断标准；患者、家属对本次研究知情并已签署同意书。

排除标准：合并脑萎缩、老年性痴呆者；存在精神病史者；

拒绝参与研究者；临床资料不齐全者。此次实验经我院伦理

委员会审核决定，准予开展。

2.2 方法

2.2.1 参照组

参照组采用常规护理的方法，包括基础护理等。

2.2.2 实验组

实验组在参照组的基础上采用肢体康复训练，具体如下。

（1）心理疏导

患者发病后多存在有严重的负性情绪，这则会导致患者

的依从性降低。因此，需要在患者病情好转后加强同患者的

沟通，以便及时疏导患者的负性情绪。

（2）制定计划

根据患者的疾病情况制定具有针对性的肢体康复训练计

划，并要确保康复训练计划的循序渐进。

（3）体位护理

偏瘫患者容易出现肢体肌肉松弛的情况，同时也容易出

现水肿。医护人员应定期帮助患者定时调整体位。在体位锻

炼的过程中，需要避免对患者的上肢造成暴力牵引。

（4）肌力训练

待患者病情趋于平稳后，应从手指开始对患者进行训练，

待患者肌力有所恢复后指导患者进行持续性运动训练。

（5）步行训练

每天需要搀扶患者开展步行训练，以 0.5h 最为适宜。待

患者可以独自行走后，便可以指导患者通过腿部带动患肢进

行行走。期间要避免患者训练地段出现障碍物品，以避免患

者出现跌倒的情况。同时，还要对患者训练完成后对患者进

行腿部按摩，以此促进患肢的恢复。

2.3 指标观察

观察 80 例患者的肢体运动功能改善情况、日常生活能

力改善情况以及满意度。肢体运动功能评估采用肢体运动功

能量表（Fugl-Meyer），分值越高表明运动功能恢复得越好。

日常生活能力改善情况采用 Barthel 指数评定表，分值同日常

生活能力成正比关系。满意度采用我院自制的满意度调查问

卷进行研究调查，包括十分满意、满意以及不满意，满意度

=（十分满意 + 满意）/ 例数 ×100%[2]。

2.4 统计学处理

此次研究应用 SPSS22.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均数 ±

平方差（ x ±s）表示计量资料，计数资料用百分率（%）表

示，x2 与 t 值检验，若 P ＜ 0.05，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两组患者的 Fugl-Meyer 评分、Barthel 评分比较

统计数据表明，两组患者护理前的 Fugl-Meyer 评分、

Barthel 指数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两组患者

护理后的 Fugl-Meyer 评分、Barthel 指数对比差异显著，实

验组优于参照组，差异明显（P ＜ 0.05）。详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的Fugl-Meyer评分、Barthel指数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Fugl-Meyer 评分 Barthel 指数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参照组 40 60.21±1.55 68.41±2.47 25.64±3.42 41.35±5.36

实验组 40 60.33±1.25 75.28±2.36 25.63±3.25 50.26±5.71

T 值 0.381 12.719 0.013 7.195

P 值 0.704 0.000 0.989 0.000

3.2 两组患者的满意度比较

统计数据表明，两组在满意度的比较上存在差异，实验

组优于参照组，差异显著（P ＜ 0.05）。详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的满意度比较（n，%）

组别 例数 十分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参照组 40 24 7 9 95.00%

实验组 40 30 8 2 77.50%

x2 5.165

P 值 0.023

4 讨论

脑梗塞属于临床常见病的范畴，而随着近些年来人们饮

食习惯的改变，此病的发病率则呈现出了增高的趋势。其中，

脑梗塞的病理基础为动脉硬化，而在患者发病后经过专业的

抢救，患者并不会出现生命危险，但极易出现偏瘫的情况。

偏瘫的存在不仅会对患者的肢体运动功能、日常生活能力造

成影响，同时还会加重患者家庭的经济负担 [3]。因此，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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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加强对患者的临床干预，以此来促进患者肢体功能的恢

复，提高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

此前在对脑梗塞偏瘫患者进行护理的过程中，主要应用

的便是常规护理的方法，其无法取得理想的患者恢复效果。

因此，可以在患者常规护理的基础上采用肢体康复训练的护

理方法，以此保证患者的预后恢复 [4]。

肢体康复训练的优势在于，针对患者的实际情况制定科

学、有效的护理方法，从而确保康复训练本身可以同患者疾

病情况有效衔接。

第一，此种护理方法先注重了对患者的心理疏导，以此

来提高患者的依从性，使患者可以积极配合肢体康复训练护

理方法的应用 [5]。

第二，此种护理方法还强调了对患者的体位的护理，避

免患者因长期卧床而出现水肿等情况。并且，肢体康复训练

还强调了对患者肌力的训练，先从手指开始进行康复训练逐

渐改善患者的肌力。而在患者进入稳定期后，便可以协助患

者进行步行训练或指导患者独自完成步行训练，以此来改善

患者的肢体功能 [6]。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脑梗塞偏瘫患

者的临床训练需要长期化，这样方可确保护理的效果。

总之，在对脑梗塞偏瘫患者进行护理的过程中，可适时

采用肢体康复训练的方法，从而促进患者肢体运动功能、日

常生活能力的恢复与改善，这对于脑梗塞偏瘫患者而言，有

着现实的意义。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患者护理前的 Fugl-Meyer 评

分、Barthel 指数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两组

患者护理后的 Fugl-Meyer 评分、Barthel 指数对比差异显著，

实验组优于参照组，差异明显（P ＜ 0.05）。两组在满意度

的比较上存在差异，实验组优于参照组，差异显著（P ＜ 0.05）。

由此可见，给予脑梗塞偏瘫患者肢体康复训练的护理方法，

可以改善患者的肢体功能，提高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并能

确保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此次研究的结果同过往报道一致，

表明肢体康复训练的方法具备相应的临床价值，通过肢体康

复训练的应用，脑梗塞偏瘫患者的预后可以得到显著改善。

因此，临床在对脑梗塞偏瘫患者进行护理的过程中，可适时

采用此种护理方法，以此来保证护理的质量。

综上所述，在脑梗塞偏瘫患者的护理中，应用肢体康复

训练的方法，可以取得显著的护理效果，具备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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