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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探究康复护士对居家康复护理在脑卒中群体中开展的促进和阻碍因素,为居家康复护理

的顺利开展提供理论参考。 方法 描述性质性研究的方法,采用目的性选样法选取济宁某三甲医院的康复护

士为访谈对象,进行面对面半结构式深入访谈,数据分析采用传统内容分析法。 结果 纳入 12 名康复护士,在
阻碍因素方面提炼出 3 个主题,主题 1:安全隐患;主题 2:资源短缺;主题 3:意识淡薄。 促进因素方面提炼出 4
个主题,主题 1:培训考核;主题 2:团队协作;主题 3:网络平台;主题 4:家庭环境改造。 结论 居家康复护理是

目前亟需开展的工作,虽然存在一定障碍,但我们要克服障碍,从促进因素着手,建议相关部门重视并采取相

应措施,为居家康复护理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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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factors
 

that
 

promote
 

and
 

hinder
 

the
 

development
 

of
 

home
 

rehabilitation
 

nursing
 

of
 

stroke
 

groups
 

by
 

rehabilitation
 

nurses,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home
 

rehabilitation
 

nursing.
Methods Using

 

the
 

method
 

of
 

descriptive
 

qualitative
 

research,adopt
 

the
 

purposeful
 

sample
 

selection
 

method
 

to
 

select
 

the
 

rehabilitation
 

nurses
 

of
 

a
 

tertiary
 

hospital
 

in
 

Jining
 

as
 

the
 

interview
 

subjects,conduct
 

face-to-face
 

semi-structured
 

in-depth
 

interviews,and
 

use
 

traditional
 

content
 

analysis
 

methods
 

for
 

data
 

analysis. Results Twelve
 

rehabilitation
 

nur-
ses

 

were
 

included,and
 

3
 

themes
 

were
 

extracted
 

in
 

terms
 

of
 

obstacles:Theme
 

1:Safety
 

hazards;Theme
 

2:Resource
 

shortage;Theme
 

3:Weak
 

consciousness. In
 

terms
 

of
 

facilitating
 

factors,four
 

themes
 

were
 

refined:Theme
 

1:Training
 

and
 

assessment;Theme
 

2: Teamwork; Theme
 

3: Network
 

platform; Theme
 

4: Home
 

environment
 

transformation. Conclu-
sion Home

 

rehabilitation
 

nursing
 

is
 

a
 

work
 

that
 

needs
 

to
 

be
 

carried
 

out
 

urgently. Although
 

there
 

are
 

some
 

obstacles,
we

 

must
 

overcome
 

the
 

obstacles
 

and
 

start
 

from
 

the
 

facilitating
 

factor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relevant
 

sectors
 

pay
 

spe-
cial

 

attention
 

to
 

and
 

tak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to
 

provide
 

strong
 

guarantee
 

for
 

home
 

rehabilitation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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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行病学表明,18 ~ 50 岁脑卒中的发病率大幅

增加,患者卒中后需要长期护理[1-2] 。 有研究显示

84. 6%的脑卒中患者乐意接受居家康复护理,经过

居家康复护理后,患者的血压有显著下降,Barthel

指数有显著升高[3] 。 还可减少脑卒中患者对住院

的依赖,并降低住院时间[4] 。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

布的《关于加快推进康复医疗工作发展的意见》中

强调积极发展居家康复医疗,鼓励医疗机构将康复

医疗服务延伸至社区和居家[5] 。 由此可见,居家

康复护理是未来护理工作的重中之重。 基于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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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将探究康复护士对居家康复护理在脑卒中群体

中开展的促进和阻碍因素,为居家康复护理的顺利

开展提供理论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在 2021 年 8—10 月,选取山东济宁市某三甲

医院康复护士为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1) 获得护

士职业资格证;2)获得康复护理专科护士证;3)工

作年限≥3 年;4)主要从事脑卒中患者的康复护理

工作。 排除标准:1)拒绝参与本研究者;2)访谈中

途要求退出者。 本研究已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审

批。
1. 2　 方法

本研究采用遵循自然主义范式的描述性质性

研究的方法[6] ,采用目的性选样方法[7] 进行调查

访问,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抽取的访谈对象是为

本研究的问题能够提供最大信息量的人。
1. 2. 1　 访谈提纲　 本研究中访谈提纲是遵循简洁

易懂,易操作的原则。 在阅读相关文献基础上,形
成了初步的访谈问题,并经过本领域专家咨询意见

后修改从而形成初步访谈提纲。 第一个问题为您

听说过居家康复护理吗? 第二个问题为您认为开

展居家康复护理怎么样? 第三个问题您认为开展

居家康复护理有什么阻碍因素? 第四个问题为您

认为有哪些促进开展居家康复护理的因素? 并选

取符合纳入排除标准的 2 名康复护士为预访谈对

象,对存在的问题给予适当修正,形成最终访谈提

纲。
1. 2. 2　 资料收集　 采取面对面半结构化深度访谈

收集资料。 访谈前,准备好知情同意书、访谈提纲、
一般资料调查表、访谈记录表和录音笔。 联系康复

护士。 访谈的地点为科室安静且无人打扰的休息

室,护士能自如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与被访谈护士

见面时,向对方作自我介绍,告知自己的个人背景、
研究目的和访谈预计的时间(30 ~ 60min)。 向被访

谈者许诺自愿和保密原则,询问被访谈者是否可以

录音。 样本量的确定以访谈资料信息出现重复,数
据分析不再有新的主题出现,即资料信息达到了饱

和为标准[7] 。
1. 3　 数据整理与分析

访谈结束后 24h 内,将录音逐字逐句转成文本

导入 Nvivo11. 0 软件分析。
 

数据分析采用传统内容

分析法[7] ,第一步是认真阅读熟悉访谈资料内容,
分析资料的相关的关系和意义。 通读资料对访谈

资料内容产生整体感;第二步,将资料中重要思想

标出,进行开放性的编码;第三步,将相似和相关的

编码归成主题和亚主题。

2　 结果

2. 1　 基本资料

本研究纳入 12 名康复护士,年龄 30 岁以下 1
人,30 岁~8 人,36 岁~3 人,均为女性;学历本科 4
人,专科 8 人;副主任护师 1 人,主管护师 7 人,护
师 4 人;工作年限:5 年 ~ 3 人,10 年 ~ 8 人,5 年 ~ 1
人;月收入 5000 元 / 月 ~ 4 人,8000 元 ~ 6 人,10000
元~1 人。
2. 2　 阻碍因素

2. 2. 1　 主题 1:安全隐患　 被访谈的护士均表示,
安全隐患是她们首要考虑的问题。 一方面护士的

自身安全,进入患者家中可能存在危险。 “上门去

服务,不知道患者是怎样的家庭,比方说有些患者

今天好好地,但其实是有心理问题,会有自杀或者

伤人倾向,也要考虑。”交通安全方面也存在隐患,
“做这项工作的话,护士肯定要外出,外出的话,这
个…交通方面可能就会出现安全问题。 另一方面

患者自身的安全,护士操作过程中可能会发生意外

情况。 “如换个导尿管吧,在过程中(患者发生)大

出血,该怎么处理,对患者也造成了伤害”。
2. 2. 2　 主题 2:资源短缺　 部分护士提及资源短

缺问题,她们认为资源短缺是开展居家康复护理的

阻碍因素。 资源短缺体现在第一个方面:护士短

缺。 “人力这块肯定不足(护士),康复的护士本来

就少,社区的护士更是寥寥无几的,得有大量的康

复护士来做这项工作呀。”第二个方面:设备不足。
“做康复护理工作的话,那肯定也得需要一些设备

啊,这些设备哪里去弄的啊。”第三个方面:资金短

缺。 “开展工作一定要有资金的支持啊,工作人员

的劳动要有补贴,医院是没有能力负担这个费用,
国家不出钱,那没资金怎么开展啊”。 因此,解决

资源短缺问题是开展居家康复护理的先决条件。
2. 2. 3　 主题 3:意识淡薄　 被访谈的护士中,有护

士反映,一些患者康复方面的意识淡薄,不认为生

病了需要做康复治疗,患者只认为打针吃药有效

果。 “你看看住院期间的一些康复,有一些患者没

有做康复方面的意识,特别是早期的康复,他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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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实住院以后就是打针吃药,他们会认为打针吃

药,可能马上就会好。”部分护士也缺乏康复意识,
“其实除了康复科,很多科室的患者都需要做康复

的,但目前很多护士没有康复这方面的意识。” 因

此,患者的康复意识淡薄也会阻碍居家康复护理工

作的开展。
2. 3　 促进因素

2. 3. 1　 主题 1:培训考核　 部分护士表示,定期培

训考核,对护士的专业技能有很大提升。 “护士必

须要经过专业的培训和考核,最好定期开展,因为

一些医学知识不断更新,这样护士的能力也能提

高,现在不是有康复专科护士培训嘛,就是类似这

种。”
2. 3. 2　 主题 2:团队协作　 一些护士提及,年资高

的护士和年资低的护士合作,不仅可以解除安全隐

患,而且也能保证工作顺利完成。 “我觉得应该是

高年资(护士)和低年资(护士)配合一块吧,低年

资的(护士)一般比较年轻,体力比较好,高年资的

(护士)一般工作经验多,能处理一些应急事件。”
此外,另一些护士认为,康复护士和医生、治疗师组

建一个团队,更能促进患者身体的康复。
2. 3. 3　 主题 3:网络平台　 部分护士建议,居家康

复护理工作可以通过网络平台来开展,患者可以通

过平台进行预约、缴费、评价。 网络平台让居家康

复护理工作更加的方便,同时也能监督制约护患的

行为。 “这个工作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呀。 这样比

较方便,那患者可以在平台上面预约挂号啊、交钱

啊,也能做一下评价反馈,对双方也能制约一下。”
2. 3. 4　 主题 4:家庭环境改造　 患者家庭环境和

医院环境存在很大差别。 一些护士建议对患者的

家庭环境进行改造,从而有利于患者日常生活和身

体康复。 “厕所安些扶手啊,还有一些辅具,便器

的改动呀,居家环境上的一些改动,那还有一些台

阶啊,需要改动一下。”“那患者家里的环境和咱医

院的肯定差别很大,家里的床没床挡啊,不能升降

啊,地面太滑啊,有台阶啊,这些可能都会影响患者

平时康复,这些都需要做一些改造。”

3　 讨论

3. 1　 开展居家康复护理工作阻碍重重

保障安全问题是开展居家康复护理工作的先

决条件。 被访谈的护士表示安全问题是其不愿意

接受居家康复护理工作的首要原因。 居家患者的

安全与护士安全密不可分,患者与照护者在照护活

动中产生的意见分歧可使双方关系恶化,进而引发

安全事件。 研究表明,高达 83. 3%的医务人员在

医疗卫生机构工作场所经历过暴力事件,这严重威

胁医务人员的安全[8] 。 因此,建议有关部门要完

善护士人身安全管理制度、开展护士人身安全培训

和颁布相关法律来确保护士的安全问题[9] 。 也有

研究发现将远程医疗应用脑卒中患者的居家康复

护理中有良好的效果[10] ,远程居家康复护理也能

避免护士和患者双方的安全问题。
资源不足主要体现在护士人力、设备和资金方

面。 被访谈的部分护士表示,目前护理工作已经非

常繁重,需要有额外的护士来开展居家康复护理工

作。 建议从国家和医院层面采取措施,明确护士的

职业规划和优化护士的职业环境[11] ,改善目前护

士短缺的问题。 设备和资金方面也是本研究中发

现的重要的阻碍因素,这提示相关部门要增加对居

家康复工作的资金投入,保证该项工作的顺利开

展。
意识淡薄不仅体现在患者对康复护理的意识

较低,一些护士也缺乏康复护理意识。 本研究发

现,部分脑卒中患者康复方面的意识淡薄,只认为

服药和输液可治疗疾病。 然而脑卒中患者早期康

复护理的介入,可提高偏瘫患者日常生活能力和肢

体运动功能[12] 。 其次,护士的康复意识也亟需提

高。 对 813 名护士进行问卷调查发现,48. 22%的

护士认为康复护理工作没有必要开展[13] 。 这提示

我们要大力宣传康复护理理念,提高患者和护士的

康复意识,从而保证居家康复护理工作顺利开展。
3. 2　 开展居家康复护理工作也见曙光

本研究结果显示,对护士开展定期培训考核、
团队协作,网络平台支持和改造居家环境等措施可

促进居家康复护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护士的资质水平是开展居家康复工作的重要

影响因素[14] ,对康复护士开展定期的培训和考核

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有助于推动居家康复护理人才

队伍建设,确保居家康复护理工作有序开展。 国外

居家康复护理体系比较完善,由康复护士、医师、治
疗师、营养师、心理治疗师和社会工作者等跨多学

科的团队组成[15] 。 我们应该立足于国内基本国

情,借鉴国外经验,不断发展壮大康复人才队伍,建
立居家康复的团队,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康复需求。

本研究被访谈的部分护士建议通过网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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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约、缴费、评价的功能,开展居家康复护理工作。
通过网络平台,不仅让护理工作更加方便有效,也
能惠及更多有需求的患者。 国外将电子信息化系

统和远程医疗等技术应用到居家康复护理工作中,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6] 。

患者与家庭之间建立的情感纽带有利于其功

能恢复[17] 。 有学者建议为居家患者提供辅助设备

并进行家庭环境改造,使患者能够更轻松、更安全

的居家[18]
 

。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申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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