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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系统评价中青年脑卒中患者出院准备需求的质性研究,为提高其出院准备度提供参考.方法　检索 Cochrane
Library、PubMed、Embase、WebofScience、CINAHL、PsycINFO、中国生物医学数据库、知网、万方和维普数据库中中青年脑

卒中患者出院准备需求的质性研究,检索时限为建库至２０２３年１０月.采用汇集性整合法进行 Meta整合.结果　共纳入

１０项研究,提炼出３３个结果,归纳为８个类别,并综合为３个整合结果:信息教育需求、心理情感需求;服务与资源需求.结

论　中青年脑卒中患者出院准备需求形式多样,医护人员及家庭应提供符合患者年龄和多维度的个性化支持,制订以患者需

求为导向的康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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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卒中是严重危害国民健康的重大慢性非传染

性疾病,是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１].近年

来,卒中发病年龄逐渐年轻化,中青年脑卒中是指

１８~６４岁成人发生的脑卒中[２],其发病率从１９９０－
２０１９年增加了１５．００％[３].中青年在家庭和社会中扮

演着重要角色,卒中的发生,不仅会打破原有生活轨

迹,使其社会参与度下降[４],还会增加残疾风险,引起

严重的抑郁[５]、焦虑[６]等心理问题,最终导致健康相

关生活质量降低[７].研究[８]表明,良好的出院准备对

降低疾病复发、增强疾病管理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
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等起着重要作用.目前,已有

关于中青年脑卒中患者出院准备需求的质性研究,
故本研究对中青年脑卒中患者出院准备需求的质性

研究进行整合,为探索以中青年脑卒中患者出院准

备需求为导向的健康管理方案的制订提供参考.

９９
军事护理

MilNurs
　November２０２４,４１(１１)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检索策略　检索 CochraneLibrary、PubMed、

Embase、WebofScience、CINAHL、PsycINFO、中

国生物医学数据库、知网、万方和维普数据库中关于

中青年脑卒中患者出院准备需求的质性研究,检索

时限为建库至２０２３年１０月.中文检索词:中青年、
脑卒中、出院准备、出院准备度、需求、质性研究、访
谈等;英文检索词:youngandmiddleＧaged,stroke,

dischargereadiness,patientdischarge,need,qualitaＧ
tiveresearch,interview等.

１．２　文献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１)研究对

象:中青年脑卒中患者(年龄１８~６４岁[２])、家属及

卫生保健人员;(２)感兴趣的现象:患者在出院准备

期的经历和需求等;(３)情境:出院后回家、社区或个

人社交网络等群体中;(４)研究类型:质性研究或混

合研究中能分离的质性研究部分.排除标准:无法

获得全文;非中英文;重复发表.

１．３　文献筛选、资料提取和质量评价　２名研究者

使用NoteExpress３．８独立筛选、提取文献,当意见不

合时,则请第３名研究者进行判断,提取内容包括作

者、国家、研究对象、方法、感兴趣的现象及结果等.
质量评价采用２０２０版乔安娜布里格斯研究所(JoＧ
annaBriggsInstitute,JBI)循证卫生保健中心质性

研究质量评价标准[９],完全满足标准为 A 级;部分

满足为B级;完全不满足为C级,发生偏倚可能性

最大.评价结果如遇分歧,双方讨论或请第３名研

究者协助判断.最终纳入 A、B级文献,剔除C级.

１．４　资料分析方法　采用汇集性整合方法整合结

果[１０].通过反复阅读、分析每个研究结果,将相似

结果按类别归纳并组合,最终汇集形成整合结果.

２　结果

２．１　文献检索结果　共检索文献２１０２篇,剔除重

复文献和筛选后共纳入１０篇文献[３Ｇ４,１１Ｇ１８],包括中文

３篇[１５Ｇ１７]、英文７篇[３Ｇ４,１１Ｇ１４,１８],筛选流程见图１.

图１　文献筛选流程

２．２　纳入文献的基本特征与质量评价结果　本研

究纳入的１０篇文章均为B级,基本特征见表１.

表１　纳入文献的基本特征(n＝１０)

纳入文献 国家 研究方法 研究对象 感兴趣的现象 情境因素 主要结果

宋莹等[１６] 中国 PR １５例２７~５８岁患者 出院准备需求 医院 提升疾病自我管理能力的需求;持续获取医疗咨询服

务的需求;重返家庭、社会角色需求;心理干预需求

王琳[１５] 中国 PR １８例４５~５９岁患者照顾者 健康教育需求 医院 教育方法;教育内容;自我肯定

王燕飞等[１７] 中国 PR １５例３３~４５岁患者 家庭康复需求 自然环境 行为体验;心理体验;态度体验;认知体验

Yeung等[１１] 中国 PR １５例１８~６４岁患者 过渡期担忧 患者家 整体动态相互作用;疾病体验文化表达;社会支持“悖
论”;临床中的护理差距

Shipley等[４] 澳大利亚 描述性质性研究 １９例１８~５５岁患者 未满足的就医需求 诊所 心理情绪和认知需求;信息和结构化支持需求;与年

龄相关的护理需求

Lawrence等[１２] 英国 PR １１例１８~５５岁 患者及家庭成员的短、 患者家 正常生活的中断;不确定性;家庭关系改变;认知改变

患者的家庭成员 中和长期需求

Davoody等[１３] 瑞典 焦点小组访谈 ４例３０~６４岁患者 出院后信息需求 患者家 护理过程的整体了解;了解疾病;与护理提供者的沟

通;了解康复过程;实践指导需求

Holloway等[１４] 英国 叙事和多模态分析 １０３例１８~４５岁患者 康复需求 网络 关注曾经自我;发病和耻辱;得到护士的支持;持续康

复过程;居家挑战;社区康复体验;自我成长

Anderson等[１８] 加拿大 扎根理论 ９例５３~６４岁患者 家庭、社会、社区如何推 患者家 对日常活动失去自信;获得他人认同的挑战;自我个

动患者参与有意义活动 或咖啡馆 性的具备;自我目标实现的挑战;尊重和帮助;对残疾

和疾病的刻板印象

Amoah等[３] 澳大利亚 PR １０例１８~３０岁患者、３例 未满足的需求 未阐述 康复支持;特定资源的可及性;延续性护理;调整;
医护人员、３例照顾者 知识

注:PR为现象学研究;患者指脑卒中患者

２．３　Meta整合结果　通过汇集性整合方法,最终提

炼出３３个主题,归纳为１１个类别,合并为４个整合

结果,如图２.

２．３．１　整合结果１:信息教育需求

２．３．１．１　类别１:治疗相关知识　多数患者在出院准

备期希望多了解治疗相关信息,如饮食(“我现在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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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油都不敢吃,回家后基本吃水煮菜,不知道应该怎

么吃”[１６])、病因及治疗方案(“没有得到任何关于
的信息”[４]).一些患者也想要了解药物清单、检查

等完整的治疗计划(“关于护士进行了哪些检验及诸

如此类的事情”[１３]).

图２　Meta整合结果图

２．３．１．２　类别２:康复指导知识　患者在出院准备期

常需要专业的康复指导(“我一侧的肢体还是没什么

力气,要具体怎么锻炼,可以再教教我吗”[１６]).有些

患者表示了解卒中后残疾相关的辅助设备非常重要

(“我真的不知道家里需要哪些辅助器具,例如我如

何进入浴缸”[１３]).一些患者渴求情感康复(“康复不

应该只是让身体变得健康.我认为情感方面需要更

多地参与”[３]).

２．３．１．３　类别３:健康教育方式需求　照顾者对健康

教育方式有不同的需求和偏好.一些照顾者不喜欢

被强制灌输信息(“我个人不太喜欢直接灌输给我一

些宣教之类的”[１５]),而对详细方法表示支持(“护士

对我提出的问题解释很详细,我觉得她给我讲得很

好挺适合我的”[１５]).此外,照顾者认为有针对性的

教育内容更为合适(“护士给我讲的也挺好的,但是

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怎么帮助他锻炼”[１５]).

２．３．２　整合结果２:心理情感需求

２．３．２．１　类别４:家庭及同伴支持　对中青年脑卒中

患者来说,家人及同伴的陪伴非常重要(“需要让家

人和朋友包围”[３]).家人帮助完成日常活动(“丈夫

帮我洗澡和锻炼”[１１]),给予鼓励与爱(“丈夫很照顾

我,我感到被爱”[１１]);同伴提供经验(“与卒中患者交

谈有益[４]”),减少孤独,增加社交机会(“公园锻炼认

识了很多人”[１７]).

２．３．２．２　类别５:重返正常生活　许多患者渴望回到

正常生活,经常回忆以前(“在这之前,我的生活是完

美的”[１４]).他们将希望寄托在治疗与药物上(“我想

接受高压氧治疗”[１６];“我会遵医嘱服药,希望加快康

复”[１７]).此外,他们还期望尽快回归工作(“领导在

我生病前很重用我,等状况好一点,希望能尽快回去

工作”[１６]).

２．３．２．３　类别６:积极应对与重塑　患者及照顾者认

为保持积极态度及树立信心非常重要(“我要努力学

会这些知识和技能,给自己树立信心”[１５]).他们通

过自我调节(“试着不再回忆,随它去吧”[１１])和自我

独立(“自己的事情自己做”[１７]),不仅从创伤中收获

成长(“新存在,无限可能”[１４]),还实现了自我价值

(“我很自豪发起这个慈善机构支持卒中患者”[１４]).

２．３．３　整合结果３:服务与资源需求

２．３．３．１　类别７:医疗服务需求　患者渴望充分的医

疗服务,包括医护人员的诊断能力(“我患有卒中,但
医生误诊为偏头痛”[１４])和主动沟通(“如果我不问医

生问题,我就不会得到任何信息[４]”).过渡期准备

不足导致出院准备度低,难以顺利从医院过渡到家

庭(“离开医院时没有任何连续性资源”[４];“初级保

健中心花了６个月才联系我”[１３]).

２．３．３．２　类别８:环境与资源需求　患者在出院准备

期间对家庭康复环境有特定需求,期望家庭环境能

够支持其康复过程(“家里需要哪些辅助器具,如何

进入浴缸”[１２]).此外,他们希望社区提供良好的康

复支持资源,减轻住院环境对康复的不利影响(“大
脑在安静环境中更易恢复”[４]).另外,年轻患者因

经历早、交流少,常感孤独.随着互联网发展,他们

渴望表达自我的平台(“创建一个平台,可与发布激

励内容者交谈”[３]),增强信心和归属感(“我第一篇

帖子很沮丧—小组提供了大量支持”[１４]).一些患者

提到借助智能 APP实现情感支持(“通过 APP,年轻

患者可在任何时间输入感受,然后得到回应和指

示”[３]).多数患者表示缺乏符合中青年需求的资

源,很多设计偏向老年患者(“基础设施和系统适合

老年人”;“资源是围绕老年人的”[３]).有些患者年

纪轻轻却被按照老年人护理(“他们把我当作 ７０ 岁

的人对待,但我才 ３５ 岁”[４]),且缺乏个性化护理

(“就像把你放进一个盒子里,对待所有卒中患者的

方式一样”[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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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３．１　方法学质量分析　本研究采用了严格的质量评

价工具,确保纳入研究的严谨性和整合结果的逻辑

性、一致性.纳入的１０篇文献均为B级,部分未明确

介绍研究方法,大多未涵盖研究者文化及价值观,存在

偏倚风险.采用质性研究探究中青年脑卒中出院准备

需求的方法学有待丰富,文献质量有待加强.文章结

果丰富性和饱和性突出,研究方法具有科学性.

３．２　中青年脑卒中患者出院准备期需求多样　本研

究显示,中青年脑卒中患者出院准备需求多样,包括

信息教育、心理情感、服务与资源需求,与 Keating
等[１９]的研究相似.尽管一些需求可能与老年患者相

似[２０],但中青年患者有更强的情感和安全需求,并希

望利用网络和技术弥补康复资源不足,实现健康管

理与情感支持[２１].

３．３　全方位构建社会支持网络　本研究强调了中青

年脑卒中患者出院准备需求与医疗服务之间的差距,
出院准备服务是多学科团队合作的过程[２１],医护人员

需提升专业技能和沟通能力,可积极推进由导航护士

主导的出院准备服务方案[２２].另外,医护、家庭成员、
朋友等支持对患者至关重要.医护应倾听患者需求,
提供情感支持;家庭成员应给予患者鼓励和陪伴,有助

于其更好地应对疾病[２３];社交媒体被提出作为潜在的

社会支持和激励来源[１６],不同地区、不同年龄的患者

都可以在平台上进行宣泄和交流,同伴之间能够互相

鼓励、支持和帮助.由此可见,全方位构建和维护中

青年脑卒中患者的社会支持网络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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