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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临终关怀中个性化心理干预的效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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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个性化心理干预在老年人临终关怀的临床效果。方法 在本次实验中，共选取 78 例

临终老人作为研究对象，其患有不同病症，心理状态不佳，临床实验中，将 78 例患者分配为对照组、观察

组，每组 39 例，前者使用常规护理，观察组则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实施个性化心理干预，对比两组患者的满

意度和生活质量评分。结果 观察组中，十分满意、一般满意、不满意患者例数分别有 19 例、18 例、2 例；

反观使用常规护理的对照组，以上满意度标准者分别为 16 例、17 例、6 例，对比来看观察组满意度明显更

高，（P＜0.05）。其次，应用个性化心理干预的观察组患者，其各方面生活质量也更优于对照组，两组数

据间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老年人临终关怀护理中实施个性化心理干预可以显著提高护理针

对性，对改善患者临终期间生活质量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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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effect of personalize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in hospice care 
for the elderly. Methods: In this experiment, a total of 78 dying old people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who have different diseases and poor mental states. In clinical experiments, 78 patients were assigned 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ith 39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former used conventional nursing,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implemented personalize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the basis of conventional nursing to 
compare the satisfa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Resul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re were 19, 18, and 2 patients who were very satisfied, generally satisfied, and dissatisfied, respectively. In 
contrast, in the control group using conventional care, the above-mentioned satisfaction standards were 16, 17 and 
6 respectively. For example, the satisfaction degre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comparison 
(P<0.05). Secondly,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ho applied personalize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had 
better quality of life in all aspects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re wa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data (P<0.05).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personalize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in the elderly 
hospice care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pertinence of nursing, and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during the end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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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阶段医院护理工作中愈加重视对“人文关怀”

理念的贯彻，尤其是对于一些老年患者。癌症疾病

的高发给人们的生活质量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多数

患有癌症的老年患者在临终期间会有明显的癌痛症

状，非常痛苦，临终关怀的实施便是要改善其心理

压力，进而可以比较舒服地走完人生的最后时光[1]。

从实际调查来看，许多老年人的临终关怀相对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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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当下，在临终关怀过程中要重视了解老年患

者的个体化情况，为其实施个性化心理干预，从而

可以更大程度地满足其心理或精神上的需求。本次

对照实验中便围绕个性化心理干预在老年人临终关

怀中的应用效果进行了深入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实验中共选取研究 78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实

验时间为 2020 年 5 月至 2021 年 3 月，据临床诊断，

患有冠心病、脑卒中后遗症、结肠癌、肺癌、胃癌、

宫颈癌等不同病症，家属同意患者入组参与实验，

已签署相关同意书，患者意识清晰；同时组内研究

对象无精神类病史、依从性不高的情况。研究对象

中包括有 41 例男性和 37 例，年龄介于 63~82 岁，

平均年龄（73.63±2.41）岁。入组后采取随机数字法

将患者分配为使用不同护理干预方法的对照组和观

察组，每组 39 例。相比之下两组研究一般资料无统

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于对照组中使用常规临终关怀护理。 
观察组中需应用个性化心理干预。①人文关怀：

在患者人生的最后时间里，因疾病的长期困扰，会

有较大的负面情绪及不满，而且老年人身体素质下

降非常明显，会有乏力、精神不佳等情况，因此许

多老年人也会生出绝望感。目前个性化护理干预中，

首先要注重的便是给予患者人文关怀，如在环境方

面，不仅要严格按照规范化流程作为卫生清洁工作，

更应当提前向家属了解患者的基本情况，并在病房

内摆上许多患者喜欢的物品，同时更多的是要让家

属陪伴，从而让患者能够感受到“家的温暖”，以便

可以暂时忘却病痛的折磨，舒服地走完人生最后旅

程[2]。②死亡教育：良好的死亡教育也对缓解患者

心理压力有积极作用。在对其进行死亡教育前，要

详细了解患者的实际情况，如信仰、风俗习惯等内

容，以此来改善作为开展死亡教育的重要依据，并

为患者制定针对性地死亡教育方案。死亡教育过程

中，要简单、通俗地向患者讲解生命的意义、生命

的极限性；可与老年多多交流，逐步建立“朋友关

系”，让老人可以更好地认识到生命的意义，放弃无

谓的挣扎，提出生命最后阶段的需求。另外，对于

一些负面情绪严重的患者，应通过心理医生来进行

疏导[3]。③理解并关爱老人：老年人在生命的最后

时光里会有许多想要说的话，其中均体现着对美好

世界的不舍，护理人员要充分落实人文关怀理念，

握住老人的手，做一个“聆听者”，听老人讲述自己

的一生；同时，也要加强与家属间的交流，让其能

够多陪陪老人，以此来缓解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患者的满意度和生活质量评分。其中

生活质量评分使用 GQOLI 量表进行评估，包括物质

生活、社会生活、心理功能、躯体功能四个方面，

最高分值 100 分，分值越高表示患者生活质量越高。 
1.4 统计学处理 
实验过程中的统计学处理工具选用 SPSS20.0，

使用“±”标准差表示计量资料，%表示计数资料，分

别使用 t、X2 检验，若数据间差异较大且存在有统

计学意义，可表示为（P＜0.05）。 
2 结果 
2.1 满意度分析 

表 1 两组患者满意度对比（%） 

组别 n 十分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39 19 18 2 94.87% 

对照组 39 16 17 6 84.61% 

X2 值     9.254 

P 值     ＜0.05 

由表 1 来看，观察组患者满意度明显优于对照

组，数据间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2.2 生活质量分析 

表 2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对比（分） 

组别 n 物质生活 社会生活 心理功能 躯体功能 

观察组 39 61.02±3.63 62.48±4.85 59.85±4.41 64.58±3.29 

对照组 39 49.96±3.41 50.41±4.02 50.25±3.52 52.14±2.28 

t 值  8.414 9.036 8.694 8.871 

P 值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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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患者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生活

质量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数据间存在统计学意义，

（P＜0.05）。 
3 讨论 
生命具有极限性，每个人均会走到生命的尽头。

老年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不仅有病痛的折磨，还

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现如今，临终关怀护理干预

工作的开展非常重要，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

要求。本次实验中，重点对个性化心理干预在临终

关怀中的实际应用进行了深入探讨。每一名老年临

终患者其心理状态均会有不足，负面情绪严重，通

过采取心理干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其负性心

理，而在该基础上加强个性化心理干预，能够尽可

能详细的了解老年患者心理状态，并给予其生理、

心理需求[4]。对于许多老年人来说，其生命的最后

阶段不舍感非常强烈，这也是人性的展示，在实施

个性化心理干预时，能够尽可能的了解患者实际情

况，并给予其最大限度的人文关怀，让其能够平静、

安详地度过最后时光，从实验结果中表 2 来看，观

察组患者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心理功能、躯体功

能等方面的生活质量评分明显更高于对照组，数据

间存在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于老年人甚

至是所有人来说，死亡代表着结束，无论是谁在面

对死亡时均会有恐惧感，只是大小不同而已，实施

临终关怀是医疗领域人性化发展的具体体现，也表

达出了对生命的尊重，如此也能够提高患者生命最

后阶段的生活质量。再如表 1 对患者或家属的满意

度调查分析来看，观察组满意度高达 94.87%，对照

组则为 84.61%，相比之下观察组满意度更高，（P
＜0.05）。 

综上所述，在老年人临终关怀中使用个性化心

理干预可以显著改善其负面情绪，提高生活质量，

应用价值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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