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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在住院脑梗死患者中实施临床护理路径的效果

李 星
临沂市中医医院 山东 临沂 276000

【摘 要】目的：探究对于住院脑梗死患者应用临床护理路径的治疗效果。方法：选取 2022年 1月 -2022年 4月在我院

进行治疗的 90例脑梗死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对照组常规护理方式，研究组临床护理路径护理。比较相关指标。结果：护理前

两组患者的 Fugl-Meyer、ADL评分以及 NFI评分不存在差异性，护理后采取临床护理路径研究组患者的 Fugl-Meyer评分为

69.83±4.32分，ADL评分为 68.79±4.53分，NFI评分为 21.39±2.11都显著高于对照组，上升明显。研究组患者的康复有效

率为 93.33%，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82.22%，两组存在明显的差异性。采取临床护理路径的研究组的住院时间为 13.4±2.1d显著

的低于对照组的 19.8±2.5d，两组患者的住院费用差异并不显著。结论：临床护理路径能够提升患者的护理效果，促进患者各

项身体功能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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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梗死是一种由于脑部缺氧以及缺血所导致的血液循环

性障碍，因此临床又称其为缺血性脑卒中。由于脑梗死会导

致患者脑部局部坏死，是一种常见的脑血管疾病，在急性脑

血管疾病中有较高的发生率。根据临床调查显示，这一疾病

发病往往很突然，且病情的进展速度极快，在治疗后也可能

出现一些不良的并发症，因此对于患者的生命安全以及身体

健康具有严重的危害性 [1-2]。脑梗死这一疾病在老年人群中

的发生率明显高于青年人，如果患者患有一些基础性疾病，

如高血压、糖尿病等更容易发病。在发病的初期患者一般保

持意识清醒，后逐渐出现意识性障碍以及四肢瘫痪等症状。

目前对于这一疾病的主要治疗方式以溶栓治疗为主，大面积

脑梗死的患者可采取手术治疗、介入治疗方式等 [3-4]。且有

研究表明脑梗死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临床护理水平关系到患

者的治疗效果，因此本文选取 2022年 1月 -2022年 4月在我

院进行治疗的脑梗死患者共 90例，探究对于住院脑梗死患

者应用临床护理路径的治疗效果。目前相关的研究已经完成，

现在对其相关流程以及方法做出如下的汇报。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时间段选取 2022年 1月 -2022年 4月，以在我院进行治

疗的 90例脑梗死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以自愿为原则，且征

求患者以及家属的同意，排除具有其他重大疾病的患者。将

90例患者按照随机盲选的方法划分为两组，其中研究组患者

45例，男性 21例，女性 24例，患者年龄区间 63-82岁，平

均年龄 69.3±3.2岁，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共 15例，高中以

下文化程度 30例，对照组患者 45例，男性 23例，女性 22例，

患者年龄区间 62-84岁，平均年龄 70.1±2.5岁，高中及以上

文化程度共 18例，高中以下文化程度 27例，经过比较分析

可知，两组患者的一般性资料不存在差异的显著性。

1.2 研究方法

两组患者采取不同的护理方式，对照组住院患者以常规

护理方式为主，在患者住院以后，指导患者用药，定期查看

患者的状况以及各项生理指标变化，在患者出院前对其进行

必要的指导。研究组患者采取临床护理路径护理。首先在患

者入院以后根据患者的文化程度、认知能力对患者进行宣教，

采取患者易于接受的方式，帮助其了解相关的疾病知识 [5]。

然后对患者进行检查，确定病情进展并采取针对性的护理措

施。在第一天对患者进行必要的护理评估，了解患者的既往

病史、生活习惯（饮食、兴趣等），针对性的向患者以及家

属介绍住院周围的环境以及设施，帮助患者了解值班人员，

对于护士等有初步的了解，并向患者介绍本次治疗所使用的

临床护理方法，争取得到患者的认同以及积极配合。第二天

对患者进行例行检查，并对患者进行详细的用药指导，对于

一些因为年龄较大导致的记忆力下降的患者，帮助其采取标

记的方式进行用药记录，叮嘱患者避免饮酒、保持健康的饮

食习惯，对于出现瘫痪等难以挪动的患者进行肢体按摩、关

节锻炼，避免出现静脉血栓等并发症 [6-7]。第三天后在患者

逐渐适应医院环境以后，帮助其了解疾病的相关知识，提升

患者以及家属对于疾病的了解，同时对于存在吞咽障碍的患

者放置鼻饲管，争取家属的配合进行治疗。提升临床的基础

护理，帮助患者进行翻身等，避免出现压疮、肢体痉挛等，

及时告知患者药物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并祝福患者进行合

理运动以及注意歇息。在患者病情有极大的好转以后，对其

进行护理效果评估，鼓励患者进行自主吞咽功能训练，并根

据其恢复情况进行尿管等拔出 [8]。对患者以及家属进行出院

指导，出院后保持患者的血压平稳，居家自行监测血压变化

情况，同时控制饮食，戒烟戒酒，饮食以健康低脂为主，多

进行有氧锻炼，一旦出现问题及时到医院就诊。

1.3 观察指标

使用 Fugl-Meyer、ADL评分以及 NFI评分比较两组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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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运动功能以及日常生活能力的改善情况，患者得分越高

表明患者的恢复状况越好 [9]。

比较两组患者的康复状况以及效果，如果患者在治疗后，

各项指标都恢复正常，且患者的语言以及肢体功能恢复正常

表明治疗显效，如果患者治疗后，各项指标有所改善，且语

言以及肢体功能明显提升说明治疗有效，如果患者治疗后各

项机能未见明显改善，或者病情加重，表明治疗无效。根据

三类数据计算治疗有效率 [10]。

比较两组患者的住院情况，包括住院的时间以及住院所

花费用。

1.4 统计学指标

本次研究的所有数据均使用 SPSS.21.0进行相关的统计

学处理，计数资料以及计量资料分别采用卡方以及 t分布进

行检验，并以 P=0.05作为数据显著性与否的分界值。如果 P

值＜ 0.05，说明数据具有显著性 [11]。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运动功能以及日常生活能力比较分析

表 1 两组患者 Fugl-Meyer、ADL评分以及 NFI评分比较

组别 例数
Fugl-Meyer评分 ADL评分 NFL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 45 25.34±2.13 69.83±4.32 26.57±2.11 68.79±4.53 8.34±1.23 21.39±2.11

对照组 45 24.93±1.73 34.84±4.33 25.94±3.14 35.87±2.85 8.95±2.14 14.34±1.54

t值 1.023 14.395 1.002 13.244 0.932 4.845

P值 0.057 0.000 0.063 0.000 0.072 0.001

经过比较，可知，在护理前两组患者的 Fugl-Meyer、

ADL评分以及 NFI评分不存在差异性，护理后采取临床护

理路径的研究组患者的 Fugl-Meyer评分为 69.83±4.32分，

ADL评分为 68.79±4.53分，NFI评分为 21.39±2.11都显著

的高于对照组，上升明显。

2.2 两组患者康复状况比较分析

表 2 两组患者康复效果比较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研究组 45 36 8 3 93.33%

对照组 45 21 16 8 82.22%

x2值 6.456

P值 0.000

研究组患者的康复有效率为 93.33%，显著的高于对照组

的 82.22%，两组存在明显的差异性。

2.3 两组患者住院情况比较分析

表 3 两组患者住院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住院时间（d） 住院费用（万元）

研究组 45 13.4±2.1 0.82±0.21

对照组 45 19.8±2.5 0.92±0.15

t值 5.394 1.432

P值 0.000 0.051

经比较，采取临床护理路径的研究组的住院时间为

13.4±2.1d显著的低于对照组的 19.8±2.5d，但两组患者的

住院费用差异并不显著。

3 讨论

临床护理路径是一种在患者治疗期间通过对患者进行健

康教育、饮食安排以及锻炼等方式提升患者护理的效果。这

一护理方式能够明星按的改善卫生资源浪费以及过度医疗干

预的问题，将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实施的护理更加的细化以

及具体化，能够提升护理的准确性以及针对性 [12-13]。在我国

老龄化人口逐渐增多的背景下，急性脑梗死患者的住院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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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需要得到关注。采取临床护理路径对脑梗死患者进行护

理能够有效的提升患者的恢复效率，缩短恢复时间，提升患

者对于疾病知识的了解程度。

在本文中，为了探究对于住院脑梗死患者应用临床护理

路径的治疗效果。我们选取了 2022年 1月 -2022年 4月在

我院进行治疗的 90例脑梗死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对照组住

院患者以常规护理方式为主，研究组患者采取临床护理路径

护理。比较两组患者的相关指标。结果发现在护理前两组患

者的 Fugl-Meyer、ADL评分以及 NFI评分不存在差异性，

护理后采取临床护理路径的研究组患者的 Fugl-Meyer评分

为 69.83±4.32分，ADL评分为 68.79±4.53分，NFI评分为

21.39±2.11都显著的高于对照组，上升明显。研究组患者的

康复有效率为 93.33%，显著的高于对照组的 82.22%，两组

存在明显的差异性。采取临床护理路径的研究组的住院时间

为 13.4±2.1d显著的低于对照组的 19.8±2.5d，但两组患者

的住院费用差异并不显著。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对住院的脑梗死患者采取临床护理

路径能够提升患者的护理路径，同时减少护理差错的出现，

促进患者各项身体功能的恢复。对于患者的临床康复具有重

要的作用，存在临床推广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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