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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行动脉溶栓后的并发症观察及护理体会%通过密切观察患者的意识&瞳孔&肌力

及头痛&恶心呕吐情况#警惕颅内压增高症状#同时监测血压&血糖#观察肢体有无疼痛&肿胀&浅静脉怒张等深静脉血栓形

成#及时发现如脑出血&高血压或低血压&高血糖或低血糖&再灌注损伤&深静脉血栓形成等并发症#并予积极的护理配合%

(

例在预期时间转出监护室#在卒中单元治疗后症状好转出院'

!

例因病情恶化自动出院%

关键词$脑卒中'动脉溶栓'并发症'观察'护理
!!

632

$

!'%)"0"

(

7

%2889%!0:!$"#:(%&'!(%'#%'!&

中图分类号!

S+:)%(+

!!!

文献标识码!

U

!!!!!!!

文章编号!

!0:!$"#:(

!

&'!(

"

'#$':)"$'&

!!

缺血性脑卒中指因脑部血液循环障碍#缺血&

低氧所致的局限性脑组织缺血性坏死或软化%我

国城市缺血性脑卒中发病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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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口#占

全部脑卒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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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栓治疗是目前最

重要的缺血性脑卒中急性期恢复血流的措施%急

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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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经严格筛选后

尽快予静脉使用重组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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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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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大脑中动脉闭塞或
&+?

内后循

环闭塞导致严重脑卒中且不适合静脉溶栓的患

者#经严格筛选后可在有条件的医院进行动脉溶

栓治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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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报道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动脉

溶栓后脑出血发生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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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

再灌注损伤&造影剂肾病&股动脉穿刺处血肿等并

发症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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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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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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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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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本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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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行动脉溶栓治疗#后转

入重症监护室监护#现将并发症的观察与护理报

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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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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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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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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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符合中国急性缺血性

脑卒中诊治指南规定的溶栓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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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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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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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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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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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有高血压

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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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心房颤动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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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大脑中动脉闭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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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后循环闭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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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监护室留置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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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均监护室留置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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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机使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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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均呼吸机使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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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

量表评分动脉溶栓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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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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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溶栓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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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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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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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栓方法
!

局麻下行股动脉穿刺全脑血管

造影#确定脑动脉闭塞部位#脑动脉循环代偿情

况%从导管直接向栓子内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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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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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速度滴注#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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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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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入完毕后#经微导管注入少量造

影剂#观察闭塞血管再通情况%其中
&

例联合动脉

内取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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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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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溶栓后#发生症状性脑出血
&

例#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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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因家属拒绝进一步治疗#患者出现脑疝&

高血压后自动出院'低血压
!

例#高血糖
&

例#再灌

注损伤
&

例%除自动出院病例外#其余
(

例临床症

状恢复和明显好转后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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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发症的观察与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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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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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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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提出,出血性转化.

的观点#指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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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有梗死灶#而复查
O;

时脑

梗死区有新鲜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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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公认的生理性机制主

要为$血管闭塞后血管壁上内皮细胞缺血低氧&变

性坏死#血管通透性异常增高#导致红细胞渗出&

毛细血管破裂出血%神经系统改变能及时反应患

者颅内变化#严密观察神经功能有助于及时发现

患者病情变化和并发症发生%溶栓开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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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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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患者格拉斯哥昏迷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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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瞳孔&四肢肌力及有无头

痛&恶心呕吐等#随后
0?

内每
)'C29!

次#此后为

每小时
!

次按常规监护并记录%症状性颅内出血

需要紧急开颅血肿清除和侧脑室引流#以及后续

颅内压力监测及管理%本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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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降低超

过
&

分
&

例#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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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在溶栓后第
)

天
1O_

评分

由
#

分降至
0

分#经头颅
O;

检查证实脑出血#神

经外科会诊后行紧急开颅血肿清除加去骨瓣减压

术&侧脑室引流#后好转出院'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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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动脉溶栓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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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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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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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降至
:

分#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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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实颅内

出血#因家属拒绝进一步治疗#后发生脑疝#在溶

栓后第
)

天自动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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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与低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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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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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急

性期血压升高#原因主要为疼痛&恶心呕吐&颅内

压增高&焦虑&脑卒中后应激状态&病前存在高血

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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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缺血性脑卒中动脉溶栓治疗中或治

疗后最为理想的血压应控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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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栓开始后的最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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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每
!(C29

监测心

率与血压
!

次#随后
0?

内为每
)'C29!

次#此后

至少每小时监测心率与血压并记录%在重症监护

期间#对意识清楚患者做好心理护理#缓解患者的

紧张&焦虑情绪%本组
!

例患者因脑出血拒绝治疗

出现持续高血压#在脱水同时予尼卡地平降压处

理#后因患者病情恶化放弃治疗自动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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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血压
!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溶栓后

出现低血压#可能的原因为主动脉夹层&血容量减

少以及心输出量减少等%本组
!

例患者在溶栓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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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压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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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与血容量少相

关#给予羟乙基淀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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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钠注射液静脉滴

注补充容量后#血压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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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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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糖与低血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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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缺血性脑卒中

患者出现血糖升高并影响患者的预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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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血性

脑卒中患者发生低血糖概率较低#但因低血糖可

直接导致脑缺血损伤或水肿加重#对预后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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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心脏(卒中协会推荐缺血性脑卒中患者急性

期目标血糖值控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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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脑卒中溶栓后患者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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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血糖
!

次%本组患

者均未出现低血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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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溶栓后血糖高于

!!%!CC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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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既往无糖尿病史#予重组人胰

岛素注射液皮下注射#血糖控制在
!'%&CC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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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同时选择低糖饮食或肠内营养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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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灌注损伤
!

再灌注损伤主要继发于梗死

区域组织#主要表现脑水肿并出现颅内压增高症

状#如同侧头痛&对侧神经系统症状缺失&癫痫发

作等%有文献报道动脉溶栓血管再通后再灌注损

伤在数小时内发生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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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内发生率可达

('T

)

0

*

%再灌注损伤早期识别和治疗能改善患者

预后#减少颅内出血的发生%因此#警惕患者意识

水平下降&瞳孔变化&肌力下降或有剧烈头痛&恶

心呕吐等颅内高压症状#溶栓后
&+?

内复查头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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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
&

例患者在溶栓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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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出现脑水

肿症状#遵医嘱予
&'T

甘露醇
!''CA

每隔
#?

静

脉滴注&甘油果糖注射液
&('CA

每隔
!&?

静脉滴

注以降颅内压'抬高床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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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降低颅内压

并改善颅内静脉回流#同时利于机械通气患者预

防呼吸机相关性肺炎%

&

例患者经处理和护理后

症状好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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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静脉血栓形成
!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

应在发病
+#?

内使用气泵和或低分子肝素预防深

静脉血栓形成)

(

*

%使用低分子肝素者注意患者有

无牙龈&皮肤黏膜出血及黑便&颅内出血表现等%

使用气泵及腿套者每小时检查气泵功能状态#每

#?

打开下肢气套检查局部皮肤#以防引起皮肤损

伤%同时注意观察患者有无肢体疼痛&肿胀&浅静

脉怒张等深静脉血栓症%本组患者均在发病
+#?

内使用防下肢深静脉血栓仪和或低分子肝素治

疗#无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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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动脉溶栓在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治疗中有着显

著而积极的意义#而动脉溶栓后会出现脑出血&高

血压或低血压&高血糖或低血糖&再灌注损伤及下

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等一系列并发症%通过建立规

范的急性缺血性脑卒中诊治和并发症管理流程#

严格筛查时间窗内患者并积极溶栓治疗#经重症

监护室专业护理团队严密神经系统观察&血压控

制&血糖管理&尿量及血肌酐值监测#及早识别并

发症和及时处理#以降低脑卒中病死率及致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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