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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概述



定义
脑卒中，又称中风，是一种急性脑血管疾病，由于脑部血管突然破裂或

阻塞导致脑zu织损伤。

发病机制
脑卒中包括缺血性和出血性两种类型，前者因血管狭窄或闭塞导致血流

受阻，后者因血管破裂导致血液溢出。

定义与发病机制



儿童脑卒中相较于成人更为少见，但并非不存在，

且可能带来长期影响。

发病率相对较低

儿童脑卒中可能与先天性血管异常、心脏疾病、

血液系统疾病等多种因素有关。

病因复杂多样

儿童脑卒中可能表现为头痛、呕吐、肢体无力等

症状，易被误诊或忽视。

临床表现不典型

儿童脑卒中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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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脑卒中可出现意识障碍、偏瘫、失语、视力受损等症状，严重时可危及

生命。

临床表现

医生会根据患儿病史、体格检查及影像学检查（如CT、MRI等）结果进行

综合判断。

诊断依据

临床表现与诊断依据



提高公众认知
加强儿童脑卒中相关知识的普及，有助于家长和医生更早地发现并应对这一严

重疾病。

减少发病风险
针对脑卒中的危险因素进行干预，如控制高血压、纠正心脏疾病等，可有效降

低儿童脑卒中的发病率。

改善预后
早期识别并处理脑卒中，有助于减轻脑zu织损伤，提高患儿的生存质量和预

后。

预防措施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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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期治疗策略



早期识别与评估
迅速识别脑卒中症状，进行神经

功能评估，确定病情严重程度。

血管再通治疗
通过静脉溶栓或机械取栓等手段

，尽快恢复脑部血流灌注，挽救

缺血半暗带。

控制脑水肿
降低颅内压，减轻脑水肿，防止

脑疝形成。

保护脑细胞
应用神经营养药物，减少神经细

胞损伤，促进神经功能恢复。

缺血性卒中急性期处理原则



出血性卒中急性期处理要点

稳定生命体征

保持呼吸道通畅，控制血

压、血糖等生命体征在稳

定范围。

止血与降低颅内压

采取措施控制出血，降低

颅内压，防止脑疝发生。

神经保护治疗

应用药物减轻炎症反应，

保护脑细胞免受进一步损

伤。

评估手术指征

根据病情评估是否需要手

术治疗，如开颅血肿清除

术等。



抑制血小板聚集和释放反应，防止血栓形成和扩大。

抗血小板药物

通过抑制凝血过程，阻止血栓进一步形成和扩展。

抗凝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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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激活纤溶酶原转变为纤溶酶，溶解血栓，恢复血流。

溶栓药物

减少神经细胞损伤和凋亡，促进神经功能恢复。

神经保护剂

药物治疗选择及作用机制



并发症预防与处理策略

预防感染

加强护理，保持呼吸道通畅，定期翻

身拍背，预防肺部感染和褥疮发生。

处理消化道出血

应用抑酸药物和止血剂，必要时输血

治疗，防止消化道出血引起休克。

纠正水电解质紊乱

监测水电解质平衡，及时纠正紊乱，

确保内环境稳定。

康复治疗与心理支持

早期进行康复训练，提高患者生活质

量；同时给予心理支持，帮助患者度

过心理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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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期管理方案



神经功能康复训练方法论述

作业疗法
通过日常生活动作训练、手工艺活动等，提高儿童的精细动作能力和生

活自理能力，促进其社会功能的恢复。

言语疗法
针对儿童脑卒中后可能出现的言语障碍，进行发音、语言理解和表达能

力的训练，以恢复其正常的交流能力。

运动疗法
针对儿童脑卒中后可能出现的运动障碍，制定个性化的运动疗法方案，

包括主动运动和被动运动，以改善肌肉力量、关节活动度和平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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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疏导
为儿童提供心理疏导，帮助其正确面对脑卒中带来的身体和心理变化，减轻焦虑、

抑郁等不良情绪。

家庭支持

社会资源链接

心理干预与家庭支持体系建设

指导家属掌握正确的照护技巧和方法，为儿童营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环境，

同时提供必要的情感支持。

协助链接社会资源，为儿童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支持，如康复机构、教育支持等。



个性化教育计划

根据儿童的实际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教育计划，包括学习内容的调整、

学习方式的优化等，以确保其能够顺利回归学校。

学习辅导与支持

提供必要的学习辅导和支持，如课后补习、作业指导等，帮助儿童解

决学习上的困难。

同伴互助与社交技能培养

鼓励儿童与同伴进行互动交流，培养其社交技能和团队协作能力，以

更好地融入集体。

教育回归辅助措施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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