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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功能康复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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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8

$

;7"!#<8"9#

!!

急性脑梗死是神经系统的常见病及多发病&约占

所有脑血管病的
79N

&在临床上具有高发病率"高致

残率"高病死率等特征&从而给患者"家庭与社会带来

沉重的负担#

3";

$

!尽管急性脑梗死的诊疗技术得到不

断提高&病死率有所下降&但高致残率并未得到根本

改善!现代研究表明急性脑梗死可造成脑组织的破

坏&导致患者精神异常"自我照顾能力下降"肢体活动

障碍"吞咽功能异常等诸多问题&对于护理的要求也

比较高#

!"#

$

!当前我国多数急性脑梗死患者及家属对

疾病知识的认知程度偏低&而多数疾病都没有明确的

或惟一的病因&采用单一专科治疗与护理难以取得比

较好的效果&为此护理模式亟待改进和探索#

4"7

$

!整

合医学是将医学各领域最先进的知识理论和临床各

专科最有效的实践经验分别加以有机整合&以人体全

身状况为根本&并根据环境"心理等进行修整"调整&

从而改善患者预后#

<"8

$

!同时其不仅需要将与生命相

关各领域最先进的医学发现加以整合&而且要求将专

科最有效的临床经验加以整合#

>"39

$

!本文探讨了整合

医学诊疗护理模式对急性脑梗死患者神经和认知功

能康复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933

年
8

月至
;937

年
33

月选择在

本院诊治的急性脑梗死患者
88

例为研究对象&分为

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
##

例!纳入标准)按照中华医

学会第四届全国脑血管病会议制定的急性脑梗死患

者诊断标准&并经
0S

"

FRC

等影像学确诊(格拉斯哥昏

迷量表%

@0E

'评分
!

!

3!

分(首次发病(家属对本研究

知情同意(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排除标准)有精神

疾病史"痴呆病史或聋哑人(心肝肾功能不全者(恶性肿

瘤及自身免疫性疾病(妊娠与哺乳期妇女!两组患者性

别"年龄"发病至治疗时间"

@0E

评分"体质量指数"合

并疾病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9:94

'&见表
3

!

8<#!

重庆医学
;938

年
>

月第
#<

卷第
;7

期

'

基金项目)

;939

年度海南省自然科学基金立项项目%

!393;3

'!

!

作者简介)廖薇薇%

3>8;L

'&主管护师&本科&主要从事神经外科护理

研究!



表
3

!!

两组一般资料对比

组别
%

性别

%男*女&

%

*

%

'

年龄

%

"=#

&岁'

体质量指数

%

"=#

&

\

/

*

+

;

'

@0E

评分

%

"=#

&分'

合并疾病%高血压*

高脂血症*糖尿病&

%

*

%

*

%

'

发病至治疗

时间%

"=#

&

5

'

观察组
## ;;

*

;; 47:;;=#:3> ;!:;>=;:33 8:;;=;:># 38

*

3;

*

3# !:9>=3:#4

对照组
## ;#

*

;9 47:33=!:8> ;!:33=3:>8 8:3>=!:3# 3>

*

3#

*

33 !:33=3:;;

!:"

!

方法
!

两组患者均静脉给予注射用重组人组织

纤维蛋白溶酶源激活剂%

&."M2

&德国勃林格殷格翰公

司生产'治疗&剂量
9:>+

/

*

\

/

&将总剂量的
39N

团

注&持续
3+'(

&其余剂量进行连续静脉滴注&

79+'(

滴完(同时给予抗血小板"抗凝"扩张脑血管"营养脑

细胞"脱水等治疗!对照组)在治疗期间给予常规护

理&由神经内科护士向患者讲解日常饮食"服药"康复

锻炼食等的注意事项&监测生命体征!观察组)在对

照组护理的基础上采用整合医学诊疗护理模式&具体

措施如下)%

3

'建立整合医学诊疗护理&小组团队成员

包括科室主任
3

名&专科护士
3

!

;

名&康复师
3

!

;

名&神经内科医师
3

!

;

名&心理咨询师
3

!

;

名!科

室主任"神经内科医师监督各项计划的正确执行&护

士"康复师负责收集研究期间所有数据资料并进行护

理操作&心理咨询师负责每天下午和患者沟通&对患

者进行个体化心理健康指导!%

;

'全面收集与患者有

关的资料&如体质量指数"病情"年龄"性别"诊断"主

要护理问题等&按照综合性"适用性"科学性"共享性

的原则&制订急性脑梗死患者的诊疗模型与流程&科

室主任与护理人员一起分析"研究&每周积极优化护

理方案&让所有的治疗"护理严格按照路径设定的时

间"内容进行!%

!

'积极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提前
3

周告知患者讲课的内容和时间&参加患者人数限制在

39

!

34

人&

3

次*周&每次课程时间为
!9

!

#4+'(

&授

课内容包括急性脑梗死的类型和发病原因"情绪控

制"饮食搭配"运动干预"肢体功能训练方法等(采用

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式讲授&可由小组成员提出问

题&然后由患者进行讨论"回答问题&以确保健康教育

的有效性!两组护理观察时间均为
>96

!

!:#

!

观察指标
!

有效率)在治疗后
;86

根据急性脑

梗死患者临床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标准预后分为
#

个级别!基本痊愈&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减少
>3N

!

399N

(显著进步&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减少
#7N

!

>9N

(进步&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减少
38N

!

#4N

(无

效&没有达到上述标准甚至恶化!%基本痊愈
K

显著

进步
K

进步'例数*总例数
g399NP

有效率!神经和

认知功能评价)记录两组患者治疗后
;86

的神经和认

知功能状况&主要进行
@0E

"

]CGEE

和
O%&.5*J

测评!

安全性)记录两组治疗后
>96

的症状性脑出血与非症

状性脑出血情况!护理满意度)记录两组患者护理后

对于护理满意度的情况&由本院自拟调查量表进行调

查&量表信效度在
9:>9

以上&分为非常满意"比较满

意与不满意
!

个级别&%非常满意
K

比较满意'例数*

总例数
g399NP

满意度!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EMEE;9:9

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计量资料以
"=#

表示&采用
!

; 检验(计数资料以

率表示&采用
$

检验&以
!

$

9:94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患者治疗有效率
!

治疗后
;86

&观察组患

者治疗有效率
>9:>N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N

%

!

;

P

!:948

&

!

$

9:94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治疗有效率

组别
%

基本痊愈

%

%

'

显著进步

%

%

'

进步

%

%

'

无效

%

%

'

有效率

%

N

'

观察组
## ;# 33 4 # >9:>

对照组
## 39 3# 39 39 <<:!

":"

!

两组患者神经和认知功能评分
!

治疗后
;86

&观

察组患者的
@0E

"

O%&.5*J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

!

$

9:94

'&

]CGEE

评分低于对照组%

!

$

9:94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神经和认知功能评分"

"=#

(分#

组别
% @0E

评分
]CGEE

评分
O%&.5*J

评分

观察组
## 3;:<8=9:>8 34:!!=;:8# 4!:77=;:34

对照组
## 39:;<=3:33 ;;:>8=!:33 #!:;>=;:!#

":#

!

两组患者安全性
!

治疗后
>96

&观察组患者的

症状性脑出血与非症状性脑出血发生率明显少于对

照组%

!

;

P7:#!>

"

!:7>7

&

!

$

9:94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安全性!

%

"

N

#$

组别
%

症状性脑出血 非症状性脑出血

观察组
## 9 3

%

;:!

'

对照组
## 7

%

3!:7

'

<

%

34:>

'

表
4

!!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

组别
%

非常满意

%

%

'

比较满意

%

%

'

不满意

%

%

'

满意度

%

N

'

观察组
## #9 # 9 399:9

对照组
## ;# 3# 7 87:#

":$

!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
!

治疗后
>96

&观察组患

><#!

重庆医学
;938

年
>

月第
#<

卷第
;7

期



者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

!

;

P7:#!>

&

!

$

9:94

'&见表
4

!

#

!

讨
!!

论

!!

急性脑梗死已成为我国居民致残与死亡的主要

原因之一&由于多数急性脑梗死是血栓堵塞脑动脉所

致&早期再通闭塞的血管能有效避免脑组织坏死#

33

$

!

由于当前诊治技术的提高&急性脑梗死的病死率有所

下降&但是急性脑梗死可使患者日常生活多受限制&

从而对患者的神经和认知功能带来严重的影响#

3;

$

!

而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只重视单科治疗让患者获得

的生存质量可能很差"生存时间可能很短&为此需要

加强护理转变#

3!

$

!

当前护理方案已不能满足急性脑梗死患者的要

求&也使得患者的预后康复效果不好#

3#

$

!整合医学诊

疗护理模式能为患者提供整体"综合"个性化"一站式

的疾病诊疗服务&使患者在一个科室"一张病床上就

能实现诊断"治疗和康复医疗服务全过程#

34

$

!其能使

各个部门之间实现无缝连接&按照一套完整全面的医

疗护理计划进行&进一步提高了治疗与护理的畅通

性#

37

$

!本研究显示&观察组患者治疗有效率高于对照

组%

!

$

9:94

'&也表明整合医学诊疗护理模式能提高

近期有效率!

急性脑梗死患者伴随身体各部分"多器官的变

化&而对于这些生理性的或病理性的变化&需要多学

科进行联合诊治才能从诊疗中真正解决现在和未来

所面临的问题#

3<

$

!整合医学诊疗护理模式是当前发

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护理模式&强调护理计划的延续性

和一致性!其确立了救治过程中的医护人员主要处

置主干部分"辅助诊断治疗的适应性配合和保障部分

的一体化分工协作关系&有利于不断增进护理质

量#

38"3>

$

!本研究显示&治疗后
;86

观察组患者的

@0E

"

O%&.5*J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

!

$

9:94

'&

]CG"

EE

评分低于对照组%

!

$

9:94

'!主要在于整合医学

诊疗护理模式构成了一种多专业协同的医疗服务计

划&可以帮助和引导医护人员实施规范的诊疗监测和

陪同过程&使得护理工作不再是盲目机械地执行医

嘱&有利于保持护理质量的持续改进和流程的有效控

制&从而有利于达到最佳护理效果#

;9";3

$

!

急性脑梗死在治疗后的常见并发症有症状性脑

出血与非症状性脑出血&为此需要强调护理的连续

性#

;;

$

!在常规护理中&存在确诊时间过长"缺乏突发

状况处置预案"部门协调差等缺陷#

;!

$

!本研究显示&

观察组与对照组治疗后
>96

的护理满意度分别为

399:9N

和
87:#N

&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

!

$

9:94

'!主要在于整合医学诊疗护理模式更加注重以

患者为中心的护理&强调整体护理&不仅为患者提供

了全面"方便的一站式诊疗平台&还在很大程度上降

低了患者分期诊疗带来的风险#

;#

$

!

总之&整合医学诊疗护理模式在急性脑梗死患者

中的应用能促进神经和认知功能的康复&提高治疗有

效率&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改善护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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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冲洗消毒技术可起到较好的根管消毒效果&不仅

能较好地杀灭根管感染的常见致病菌%粪肠球菌'&而

且可减轻患者根管治疗急症期反应&提高治疗的成功

率&值得在临床上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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