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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伴发糖尿病患者接受早期康复治疗的效果观察 

王文富*，辉沭吟，杨雪艳，李寿荣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〇医院神经内科  云南昆明 

【摘要】目的 观察脑卒中伴发糖尿病患者接受早期康复治疗的效果。方法 选取我院 2021 年 1 月至 2022 年

10 月收治的糖尿病性脑卒中病患 226 例，按随机数字法分为参照组 113 例应用常规治疗，观察组 113 例，在常规

治疗基础上加用早期康复治疗。对比两组脑卒中患者治疗前后心理障碍、生活质量、神经功能和日常生活能力改

善情况。结果 各组治疗前抑郁、焦虑等心理障碍评分和生理、社会、心理、精神等生活质量评分及神经功能、

日常生活能力评分对比无明显差异（P＞0.05），经治疗后两组脑卒中患者各项抑郁、焦虑等心理障碍评分和生

理、社会、心理、精神等生活质量评分及神经功能、日常生活能力评分均显著改善（P＜0.05），且观察组以上

各评分改善情况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 糖尿病导致脑卒中患者接受早期康复治疗的效果确切，有利

于改善其心理障碍，促进神经功能恢复，提升其日常生活能力和生活质量，值得临床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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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early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 on stroke patients with diabetes. 
Methods 226 cases of diabetes stroke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1 to October 2022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reference group (113 cases)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113 cases). Early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 was added to the conventional treatment. Compare the improvement of psychological disorders, quality of life, 
neurological function, and daily living ability between two groups of stroke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in the scores of psychological disorders such as 
depression and anxiety before treatment, as well as the scores of physiological,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mental quality 
of life, as well as the scores of neurological function and ability of daily living. After treatment, the scores of various 
psychological disorders such as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s well as the scores of physiological,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mental quality of life, as well as the scores of neurological function and ability of daily life,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n the two groups of stroke patients (P<0.05),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above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early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 for 
stroke patients with diabetes is accurate, which is beneficial to improve their psychological disorders, promote the 
recovery of neurological function, and improve their ability of daily life and quality of life. It is worth extensive clin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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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糖尿病发病率不断升高，糖尿病导致的脑卒

中发病率也不断升高，中老年是此疾病的高发人群[1]。

近年来在医疗技术的快速发展下，虽然糖尿病性脑卒

中的病死率有所下降，但是多数病患在治疗后仍然存

在程度不一的残疾，如语言障碍、肢体偏瘫、意识障

碍、吞咽障碍和心理障碍等，严重影响着病患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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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能力和生活质量[2]。既往临床在治疗中多关注于

患者急性期的抢救成功率和存活率，在治疗上主要通

过药物方式干预。随着临床对糖尿病性脑卒中研究深

入，对患者卒中后神经功能缺损也越来越重视[3]。有

报道指出，对糖尿病性脑卒中病患实施早期康复治疗

有利于改善患者的预后，促进神经功能恢复，提升患

者生活质量。为进一步观察糖尿病导致脑卒中患者早

期康复的临床疗效，我们选取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〇

医院 2021 年 1 月至 2022 年 10 月收治的糖尿病伴发脑

卒中病患 226 例，对糖尿病伴发脑卒中患者进行早期

康复治疗的效果展开评价分析，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21 年 1 月至 2022 年 10 月收治的发病

时间 14 天以内，糖尿病性脑卒中病患 226 例，按随机

数字法分为参照组和观察组各 113 例，对照组：男 64
例，女 49 例；年龄 48 至 80 岁，平均（64.26±5.17）
岁。观察组男 65 例，女 48 例；年龄 47 至 79 岁，平

均（64.46±5.24）岁。入选标准：（1）均符合 2019
《中国各类脑血管疾病诊断要点》中的诊断标准，并

经相关影像学检查证实为脑卒中；（2）患者脑卒中发

病前均确诊为糖尿病；（3）病程未超过 14 天；（4）
均同意参与研究并签订知情同意书者。剔除标准：（1）
合并精神障碍性疾病；（2）合并癫痫；（3）合并颅

内占位；（4）合并恶性肿瘤；（5）合并多脏器功能

障碍。本次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通过，两组基

线资料比较没有明显差别（P＞0.05），具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治疗方法，参照相关脑卒中指南实施常规

治疗，包括改善脑循环、营养脑神经、控制血糖和血

压、心理安抚等；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配合以早

期康复治疗，康复治疗时间为患者病情稳定后 48~72h，
康复治疗内容则包含：（1）语言训练：通过听、说、

动等方式刺激病患大脑皮层，以激活其语言运动中枢

功能，让病患能逐步发音、说单词，直至简单对话，

以提升语言功能，锻炼其面部肌肉。（2）吞咽训练：

通过闭合口唇、活动舌头、刺激软腭和咽部、摩擦喉

肌等训练病患吞咽能力，在其可进食时取易吞咽的食

物进行喂食，控制好每口进食量以及进食速度。（3）
肢体功能训练：卧床期间帮助病患取侧卧位，每 2h
予以翻身一次；通过按摩、推拿刺激肢体感觉；指导

病患进行抬手、抬腿等活动，以促进血液循环。病情

稳定后指导患者高举摸头、抓空、旋转肩部，伸展、

屈曲、外展及内旋膝关节等肢体训练，练习需由易至

难，由大关节至小关节，循序渐进。根据其恢复情况

指导患者进行洗漱、梳头、穿衣和如厕等日常生活能

力训练，通常保持每日不低于 2 遍，单日总锻炼时间

不低于 2h；（4）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协助病

患取坐位或卧位，取经颅磁刺激仪进行治疗，刺激左

侧前额叶背外侧皮质时线圈置于 F3 点，使线圈中心点

贴合头皮表面，设置刺激时间为 5s，频率为 10 Hz，
强度为 80% RMT，间断时间为 25s；刺激拇指位置使

用单脉冲模式，做 10 次刺激，当中 5 次确保能促进拇

指可外展运动；刺激大脑前额叶外侧皮质的磁脉冲刺

激次数保持 600 至 800 次，时间为 20min/次，1 次/d，
5d/周。 

1.3 观察指标与判定标准 
对比两组脑卒中患者治疗前后心理障碍、生活质

量、神经功能和日常生活能力改善情况。（1）心理障

碍：参照抑郁自评量表（SDS）[5]及焦虑自评量表（SAS）
[6]评价，得分越高说明心理障碍越严重；（2）生活质

量：参照 WHO 生活质量测定量表（WHO-QOL-BREF）
[7]，分为生理、社会、心理、精神，分值越高表示生

活质量越佳；（3）神经功能：参照美国国立卫生研究

院卒中量表（NIHSS）[8]评价，量表主要评价 11 个项

目，分值为 0 至 42 分，得分越高说明神经功能缺损程

度越严重。日常生活能力：参照应用巴氏量表 Barthel
指数（BI）评价，量表主要评价 10 个项目，分值为 0
至 100 分，得分越高说明日常生活能力越好。 

1.4 统计学分析 
本次研究采用 SPSS19.0 处理数据，计量资料以

（ x s± ）表示，行 t 检验，计数资料以（%）表示，

行 χ2 检验，检验标准以 P＜0.05 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各组糖尿病性脑卒中患者治疗前后心理

障碍改善情况 
观察组脑卒中患者抑郁、焦虑等心理障碍评分改

善情况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如表 1。 
2.2 对比各组糖尿病性脑卒中患者治疗前后神经

功能及日常生活能力改善情况 
观察组脑卒中患者神经功能、日常生活能力评分

改善情况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如表 2。 
2.3 对比各组糖尿病性脑卒中患者治疗前后生活

质量评分改善情况 
观察组脑卒中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改善情况显著优

于对照组（P＜0.05），如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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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对比各组糖尿病性脑卒中患者治疗前后心理障碍改善情况（分） 

组别 n 
焦虑（分） 抑郁（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113 65.55±4.57 51.78±3.33 63.15±4.34 46.16±3.44* 

对照组 113 65.64±4.44 58.24±4.05 63.13±4.36 51.92±4.34* 

t 值  0.145 23.175 0.314 9.424 

P 值  0.876 <0.001 0.682 <0.001 

表 2 对比各组糖尿病性脑卒中患者治疗前后神经功能及日常生活能力改善情况 

组别 n 
神经功能（分） 日常生活能力（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113 14.55±1.57 7.69±1.05 44.53±3.17 68.29±4.24 

参照组 113 14.64±1.44 9.17±1.13 44.56±3.18 57.99±4.21 

t 值  0.141 21.175 0.912 6.747 

P 值  0.877 <0.001 0.098 <0.001 

表 3 对比各组糖尿病性脑卒中患者治疗前后生活质量评分改善情况 

组别 n 
生理（分） 社会（分） 心理（分） 精神（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实验组 113 31.61±2.09 48.34±3.57 31.22±2.72 50.46±3.69 44.13±2.72 84.39±4.16 5.18±0.49 15.34±4.62 

对照组 113 31.52±2.17 42.69±3.17 31.44±2.65 41.56±3.93 44.15±2.28 72.49±4.41 5.29±0.44 9.47±4.75 

t 值  0.215 8.224 0.158 12.276 0.151 14.468 0.855 6.415 

P 值  0.797 <0.001 0.842 <0.001 0.842 <0.001 0.152 <0.001 

 
3 讨论 
脑卒中是影响人民群众健康的最主要疾病，2020

年国家脑防委的调查报告表明，脑卒中已经成为我国

第一大死亡原因和致残原因。脑卒中最主要原因为高

血压、高血脂所导致的动脉硬化。近年，随着我国居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糖尿病患病率的不断提高，糖尿

病引发的脑卒中发病率也在不断升高。既往临床观察

报告表明，脑卒中发生后康复锻炼越早，肢体、语言、

认知等功能恢复越好，因此，越早的对患者实施康复

治疗便能够获得越佳的效果。但是糖尿病导致的脑卒

中由于发病机制和高血压、高血脂导致的动脉硬化性

脑梗塞不一样，是否糖尿病导致的脑梗塞和常见的高

血压、高血脂导致的脑卒中一样早期康复治疗对神经

功能恢复有较大意义呢？为了进一步观察早期康复治

疗对糖尿病导致的脑梗塞的治疗效果，我们进行此观

察研究。 
本研究在1年多时间内对发病时间在14天以内的

糖尿病伴发的脑梗塞患者进行分组观察研究，对急性、

超急性脑卒中患者，我们在患者生命体征平稳，意识

清楚基本清楚，神经体征不再进展 1 日后，尽早开展

早期康复治疗。试验结果显示，各组治疗前抑郁、焦

虑等心理障碍评分和生理、社会、心理、精神等生活

质量评分及神经功能、日常生活能力评分对比没有明

显差异（P＞0.05），经治疗后两组脑卒中患者各项抑

郁、焦虑等心理障碍评分和生理、社会、心理、精神

等生活质量评分及神经功能、日常生活能力评分均显

著改善（P＜0.05）。但是，早期进行神经功能锻炼的

观察组以上各评分改善情况显著优于只进行常规药物

治疗的对照组（P＜0.05），本观察研究提示糖尿病伴

发脑卒中患者接受早期康复治疗比单独进行药物治疗

具有更好的疗效。 
肖丽等[9]表明，对糖尿病性脑卒中患者在常规治

疗的基础上予以早期康复训练，能有效改善病患认知、

运动、语言等方面的障碍情况，从而增强患者对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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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心，改善患者心理障碍，本文研究结果与这一结

论相符。由此进一步证实了糖尿病性糖尿病性脑卒中

患者接受早期康复治疗的效果确切，有利于改善其心

理障碍，促进神经功能恢复，提升其日常生活能力和

生活质量，值得临床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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