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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卒中单元对脑梗死后吞咽困难治疗的疗效观察

及卫生经济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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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观察康复卒中单元对急性脑梗死后吞咽困难的治疗效果#并进行卫生经济学评价$方法
!

急性

脑梗死伴有吞咽困难患者
'%!

例#进入卒中单元病房
)(

例#普通病房
*)

例$卒中单元病房组吞咽困难进行早

期康复训练%普通病房组无吞咽困难康复训练计划和专业治疗小组#依患者意愿辅助进食$治疗前后评价吞咽

困难改善情况+误吸性肺炎发生率及住院费用+住院时间$结果
!

卒中单元病房组疗效优于普通病房组

!

!

#

">"&

"#误吸性肺炎发生率低于普通病房组!

!

#

">"&

"#住院费用!

!

#

">"&

"及住院时间!

!

#

">"&

"较普通

病房组减少及缩短$结论
!

康复卒中单元有利于脑梗死后吞咽困难的恢复#缩短平均住院时间#减少平均医疗

费用$

!关键词"

!

卒中单元%

!

脑梗死%

!

吞咽困难%

!

肺炎%

!

卫生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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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卒中发病率在逐年增加#每年仅此病种的

医疗费用即达
'""

亿元人民币#其中治疗费用所占

比例最大#给个人+家庭和社会造成了沉重的

负担)

'

*

$

吞咽困难是脑卒中常见并发症之一#急性期发

生率大约为
!&S

&

&"S

)

!

*

$吞咽困难可引起脱水

及营养不良#也可引起误吸性肺炎#甚至窒息而危及

生命$

*$87'%5

等)

$

*分析了
'#%%

&

!""&

年间符合

纳入标准的
!(

篇文献#结果表明有吞咽困难的卒中

患者发生肺炎的风险是无吞咽困难患者的
$

倍$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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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卒中单元对脑梗死后吞咽困难治疗的疗效观察及卫生经济学评价

此#重视吞咽困难的康复训练#促进吞咽功能的恢

复#对减少并发症#促进患者神经功能的恢复#以及

节省医疗费用+缩短住院时间等均有作用$

卒中单元是一种新的脑血管病管理模式#指改

善住院卒中患者医疗管理模式+提高疗效的系统#为

卒中患者提供药物治疗+肢体康复+语言训练+心理

康复和健康教育)

(

*

$中国的卒中单元尚处于起步阶

段#目前有各种不同模式的探索#康复卒中单元就是

其中一种类型$由于各种原因#目前国内急性脑梗

死患者能够溶栓的比例尚少#大部分病例采取保守

治疗#因此康复治疗就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在建

立和实施符合地市级医院实际情况的卒中单元基础

上#通过对康复卒中单元模式下脑梗死后吞咽困难

的疗效探讨及其卫生经济学评价#为合理分配有限

的医疗资源提供依据#也为地市级医院建立卒中单

元的模式提供了思路$通过整合康复科资源#康复

治疗师直接归属于神经科#可以避免康复治疗的延

迟#康复治疗师联合查房可以及时正确地制订康复

治疗计划#更符合卒中单元的要求$

我科自
!""&

年
*

月
&

!"")

年
*

月在康复卒中

单元模式下对
)(

例脑梗死后吞咽困难患者进行治

疗#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资 料 和 方 法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

年
*

月急诊收

入我院神经内科的急性脑梗死伴吞咽困难患者中择

取符合入选标准
'%!

例#其中
)(

例收入卒中单元病

房!

2

组"#

*)

例收入普通病房!

3

组"$全部病例均

经头颅
=J

或
*0H

证实为首次发病#均符合全国第

(

届脑血管病会议制定的诊断标准#吞咽困难程度

为洼田饮水试验
$

级以上#所有入选患者均意识清

晰#生命体征平稳#神经系统体征不再进展$食管疾

患所致的吞咽困难及智能障碍+感觉性失语影响康

复指导者+中途脱落者均除外$最终符合入选标准

并完成试验
2

组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

-'>$

"岁#入院时洼田饮水试验平均!

(>(-">$

"级%

3

组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

"岁#入

院时洼田饮水试验平均!

(>$-">&

"级#两组病例资

料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

%

">"&

"$

治疗方法
!

3

组为神经内科医生主治#依据5中

国脑血管病治疗指南6#给予早期生命体征监护#抗

血小板聚集+降脂+降颅压等传统治疗#无吞咽困难

康复训练计划和专业治疗小组#依患者意愿进行康

复训练或辅助进食#饮水试验
U

级患者早期鼻胃管

置入#通过鼻胃管进食#防止误吸$入院时及治疗结

束评定洼田饮水试验$

2

组整合康复科医生#由神

经内科医生+康复治疗师+心理医生+责任护士组成#

与
3

组的内科治疗和一般护理干预都一致#但强调

早期康复介入$入院后即开始由神经科医师进行吞

咽困难相关的神经系统检查#并按洼田饮水试验对

吞咽困难程度进行评定#每日康复治疗师与神经内

科医生同时查房#针对吞咽困难#入院当日即联合查

房制定康复计划$饮水试验
U

级患者早期鼻胃管

置入#通过鼻胃管进食#防止误吸$康复医师依病情

对患者制定康复治疗计划#对吞咽困难者进行针对

性康复训练#每周对吞咽困难的情况评估
'

次#适时

调整康复计划$训练内容包括&!

'

"基础训练&对摄

食
/

吞咽有关的各个部位肌群进行功能训练#包括口

腔操+发音运动+咽部冷刺激和空吞咽训练+加强口

腔肌群的运动训练等$!

!

"适应及补偿技术训练&如

侧方吞咽+声门上吞咽+反复咳嗽声门闭合功能训练

等$!

$

"进食训练&根据病情选择好进食体位+食物

形态+摄食入口量及速度$心理医生早期评定情绪

及认知状况#神经心理干预#责任护士参与治疗护理

方案的讨论#并做好康复护理指导及出院前健康宣

教#治疗结束再次评定洼田饮水试验$两组病人出

院标准一致&病人脑梗死稳定#卒中危险因素得以干

预#并发症控制后即出院$

评定方法
!

洼田氏饮水试验&让患者端坐#喝下

$";G

温开水#观察所需时间及呛咳情况$

'

级&能

顺利地
'

次咽下%

!

级&

&

&

'"

秒内分
!

次以上不呛

地咽下%

$

级&能
'

次咽下#但有呛咳%

(

级&分
!

次以

上咽下也有呛咳%

&

级&全量咽下困难#频频呛咳$

疗效标准&

,

痊愈&吞咽困难消失#饮水试验评定
'

级%

-

有效&吞咽困难改善#饮水试验评定
!

级%

.

无效&吞咽困难改善不显著#饮水试验评定
$

级以

上$所有饮水试验均由本院
!

名医师完成#医师评

定前不了解患者的分组情况#以避免评定人员的主

观偏差$

统计分析
!

采用
,R,,'!>"

统计学分析软件#

计量资料以!

>

.

-.

"表示#两样本均数的比较采用成

组比较的
'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

S

"表示#行
!

! 检

验#

"

/">"&

作为检验水准$

结
!!!

果

两组吞咽困难恢复情况比较
!

两组在入院时吞

咽困难程度比较无差异#出院时
2

组吞咽困难的治

愈率+有效率明显高于
3

组!

!

#

">"&

#表
'

"$

误吸性肺炎发生率比较
!

住院期间
2

组发生

误吸性肺炎
(

例#发生率为
(>*%S

%

3

组发生误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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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

&

"

!

性肺炎
#

例#发生率为
''>&(S

#有显著性差异

!

!

!

/$>#!

#

!

#

">"&

"$

表
!

!

两组吞咽困难疗效评价

H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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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平均住院费用比较
!

2

组较
3

组人均康

复治疗费+人均心理治疗费增多#但人均住院费用+

人均药费减少#两组各项差异均有显著性!表
!

"$

其中
2

组中最大住院费用及最小住院费用分别为

$*&'">#!

元及
%"()>'"

元#中位数为
'('#)>&$

元%

3

组中最大住院费用及最小住院费用分别为

&'&*)>""

元及
$%!#>&"

元#中位数为
'%$"&>'"

元$另外#

2

组病人平均住院费用低于
3

组病人#

从表中可以看出#其费用结构差别主要来源于药费$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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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平均住院费用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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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M'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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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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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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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平均住院时间比较
!

两组住院时间采用算

术平均数#

2

组平均住院时间为!

'!>'*-$>(!

"

#

#

3

组平均住院时间为!

'%>#*-&>#'

"

#

#有显著性差异

!

'/.%>$"

#

!

#

">""'

"$其中
2

组最长及最短住

院天数分别为
*&#

及
(#

#中位数为
'(#

%

3

组最长

及最短住院天数分别为
')!#

及
&#

#中位数为

'*#

$

讨
!!!

论

目前国内外对卒中单元模式下吞咽困难的疗效

已有大量的观察)

&

*

$与既往研究方法不同的是#我

们强调早期康复#病人一入院#只要病人情况许可#

我们即针对吞咽困难进行康复锻练#亦取得了显著

的治疗效果$由于大部分卒中患者有自我恢复能

力#加上卒中单位的康复治疗师同时也对患者做功

能训练#故功能训练可能帮助了脑损伤的修复#间接

有助于吞咽的恢复作用#这有待于进一步的基础及

临床研究证实$目前国内外对卒中单元的卫生经济

学亦已有充分的评价)

%

*

#但尚缺乏对卒中单元模式

下吞咽困难的卫生经济学评价$本研究则提示#在

康复卒中单元模式下#对吞咽困难患者吞咽功能早

期进行干预#有助于减少平均医疗费用#这主要得力

于医药费用的减少#避免了国家卫生资源的浪费$

总之#本研究对卒中单元病房内的吞咽困难患

者进行个体化的康复治疗#论证了康复卒中单元有

利于脑梗死后吞咽困难的恢复#缩短平均住院时间#

减少平均医疗费用#成为卒中单元临床治疗工作的

重要环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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