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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老年综合评估实施个性化护理干预对改善老年骨质疏松症患者

生活质量的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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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基于老年综合评估的个性化护理干预对改善老年骨质疏松症患者生活质量的效果。方法

将 120例老年骨质疏松症患者作为本次研究对象，分对照组、实验组分别给予常规护理干预、基于老年综合评估

的个性化护理干预，对比护理质量。结果 实验组患者WHOQOL-100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骨密度明显优于对

照组，P<0.05，实验组疾病认知、自护能力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对老年骨质疏松症患者实施基于老

年综合评估个性化护理干预的效果显著，可提高疾病认知和自护能力。如将个性化护理干预推广至老年骨质疏松

症患者护理中，可使护理质量与效率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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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implementing personalized nursing interventions based on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the elderly o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osteopor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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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personalized nursing interventions based on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the elderly o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osteoporosis. Method 120 elderly
patients with osteoporosis were selected as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and were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n
experimental group to receive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personalized nursing intervention based on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he elderly, respectively, to compare the quality of nursing care. Result The WHOQOL-100
scor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patient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bone density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disease cognition and self-care ability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personalized
nursing interventions based on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he elderly for elderly patients with osteoporosis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which can improve disease cognition and self-care ability. If personalized nursing interventions are
extended to the care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osteoporosis,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care can b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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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质疏松症多发生于老年群体中，发生机制则为

老年人体内钙类物质流失严重，骨骼减少骨吸收[1]。此

病症产生与患者年龄、绝经、身体病症等密切相关，

进而对患者身体活动、生活质量等均产生严重影响[2]。

为促进患者病症改善，需给予患者高效、全面护理措

施，对此，本文将主要研究基于老年综合评估的个性

化护理干预对改善老年骨质疏松症患者生活质量的效

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将我院在 2018年 1月-2021年 3 月接收 120例老

年骨质疏松症患者作为本次研究对象，按照 Excel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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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将其均分 2组，对照组男、女人数分别为 26、34例，

年龄 62-84岁，平均（71.39±2.24）岁；实验组男、女

分别为 29、31例，年龄 64-85岁，平均（71.42±2.21）
岁，两组患者基础资料无明显差异，P>0.05，具有研

究可比性。

1.2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髋部或者椎体发生了脆性骨折、双

能 x 线测量的中轴骨骨密度，或者桡骨远端三分之一

的骨密度低值小于等于-2.5者；②年龄大于 60岁者；

③患者意识清楚者；④临床资料完整者；⑤可进行有

效言语交流者；⑥护理依存性良好者；⑦未被其他同

类型的个体化老年疏松护理研究纳为实验对象；⑧既

往史没有接受过相关的同类型护理；⑨自身知情且同

意加入该项研究；

排除标准：①精神障碍者；②认知低下者；③老

年痴呆者；④聋哑者；⑤接受过同类型的护理者；⑥

不愿意加入该项护理实验中者；⑦抗拒护理、且护理

依存性差者；⑧病情不稳定，需要近期实施手术者；

⑨心肝肾存在有严重障碍者；⑩意识昏迷者以及意识

不模糊者；

1.3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干预。健康宣教、用药护

理、饮食护理。

实验组：给予基于老年综合评估的个性化护理干

预。（1）护理人员利用老年综合评估量表对患者进行

全面评估，评估内容主要包括患者生活自理能力、情

绪状态、认知功能、日常营养、尿失禁状况及医疗评

估、社会环境评估等，尽可能保障评估结果的合理性

与全面性。（2）由相关专家对评估结果进行全面审核

与完善，护理人员再以此进行护理方案制定，同时还

需充分考量护理实践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护理目标等，

进而为患者制定全面的个性化护理方案，其中包括心

理护理、认知水平、生活能力、饮食质量等。（3）护

理实践：a、患者入院时，护理人员告知患者骨质疏松

症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危险因素、针对此病症采取

的医护方案及预后效果、相关注意事项等，同时护理

人员还需不断加强对患者鼓励力度，并满足其兴趣爱

好；b、护理人员及时了解患者既往饮食习惯，并告知

其相关不合理饮食行为，根据患者身体素质、饮食禁

忌等为其制定专属食谱，引导患者严格按照食谱进行

日常饮食；c、护理人员告知患者合理用药的重要性，

并确保患者均正确了解药物用法用量，在患者接受治

疗的同时护理人员还需对患者进行物理按摩，促进病

症改善；d、护理人员告知患者有效的身体运动对病症

改善的作用性，并为患者制定适宜高效的运动方案，

引导患者坚持进行身体锻炼；e、护理人员及时为患者

建立档案，当患者出院时护理人员及时告知患者日常

生活注意事项、坚持用药、保持良好生活习惯与饮食

习惯等，定期向患者分享健康小知识、随访等，及时

回答患者相关提问。

1.4观察指标

①对比两组患者的生存质量，患者WHOQOL-100
评分由护理人员利用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量测定评分

量表并结合患者表现评定，其主要包括社会关系、生

理健康、心理健康及周围环境 4个维度，总分 100分，

各维度满分均 25分，分数与护理质量呈正相关。同时

护理人员还需密切观察患者骨密度水平。②对比两组

患者的自护能力和疾病认知，百分制，分数越高，自

护力越强、疾病认知越高；

1.5统计学分析

此次研究运用 SPSS21.0统计学软件进行相关数据

分析，计量资料用（χ±s）表示，t用于计量检验，计

数资料用（n，%）表示，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对比两组患者的生存质量

实验组患者 WHOQOL-100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

骨密度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如下表 1中所示）。

2.2对比两组患者的自护能力和疾病认知

观察组患者自护能力和骨质疏松疾病认知明显高

于对照组，差异对比有统计学意义，P﹤0.05，（如下

表 1中所示）。

3 讨论

骨质疏松患者日常生活频发腰酸、背痛、腿抽筋

的情况，如果患者跌倒或者摔倒，将会引起骨骼在外

力的情况发生的脆性骨折，有可能出现胸椎、腰椎和

股骨颈以及肱骨近端的骨折，有致残和瘫痪的风险[3]。

骨质疏松症患者通常伴有一定程度的骨质量与骨密度

水平降低，进而骨微结构存在不同程度损坏现象，促

使患者骨质量不断下降，因此，护理人员在对患者护

理时，需充分将改善患者骨质量作为最终目标[4]。

在本次护理过程中，护理人员通过利用老年综合

评估量表对患者进行饮食、情绪、自理能力等全方面

评估，可促使护理人员全面了解患者身体素质、心理

状态等，有助于促使护理方案更具有全面性、高效性

等，为后续护理质量有效提升做基础保障[5-6]。当护理

方案制定完成后，通过对护理方案的全面审核与有效

完善，可促使护理全面性得到有效保障，促进护理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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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有效提。在进行具体护理实践过程中，通过对患

者进行健康宣教与情绪护理，可高效提高患者对病症

认知水平，强调补钙对患者的优势[7]。引导患者主动配

合护理并缓解其负面情绪，提高护理信心与生活信心；

高效的饮食护理不仅可有助于改善患者身体营养机质，

同时还可增强患者骨质量，缓解骨质疏松症，促使患

者各项指标有效改善；因此，在饮食方面，骨质疏松

患者可多进食维生素 A和维生素 C以及含铁类的食物，

促进钙的吸收，同时适量的摄取蛋白质和脂肪，生活

中要戒掉烟酒，避免咖啡因摄入[8]。护理人员告知并引

导患者合理用药，可在此促进患者病症改善，生活质

量水平因此而显著提升。有效的运动护理可增强患者

骨质量，通过钙物质的制剂使患者获得理想的骨量值，

能够延缓骨骼丢失维护骨骼的健康，促进其病症改善；

最后，通过对患者进行出院后护理，有助于促使患者

身体健康水平不断提高，各项指标因此而显著改善[9]，

同时个体化的护理还强调对患者自护意识的加强，如

提倡老年患者多在户外活动，多照射阳光，补充钙 ，

可以减少骨质疏松，同时强调在日常生活中，坐卧、

翻身、起身要有警惕意识，用力需柔和、小心、同时

行走时要多注意脚下，避免跌倒或者摔倒。

综上所述，对老年骨质疏松症患者实施基于老年

综合评估个性化护理干预的效果显著，可提高疾病认

知和自护能力。如将个性化护理干预推广至老年骨质

疏松症患者护理中，可使护理质量与效率显著提升。

表 1 对比两组WHOQOL-100评分、骨密度（χ±s）

组别 社会关系（分） 生理健康（分） 心理健康（分） 周围环境（分） 骨密度（g/cm2）

对照组（n=60） 15.32±1.12 15.96±1.17 16.02±1.21 15.29±1.18 0.63±0.31

实验组（n=60） 21.13±1.54 22.38±1.61 22.09±1.56 21.43±1.58 0.79±0.28

t 23.634 24.987 23.816 24.118 2.967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4

表 2 对比两组患者的自护能力和疾病认知（χ±s）

组别 例数 自护能力 骨质疏松疾病认知

对照组 （n=60） 79.34±2.76 74.67±3.78

实验组 （n=60） 82.41±3.81 85.73±4.35

t - 5.054 14.865

P -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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