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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干预在老年帕金森患者护理中的效果及满意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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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心理护理干预在老年帕金森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及患者满意度。方法  选择

2023.3~2024.3 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80 例老年帕金森患者为研究对象，将患者按照随机分配的原则分为对照组和观

察组两组，每组各 40 例，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接受心理护理干预。对比两组心理状态和护理满意

度。结果 观察组的 SAS 及 SDS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

明显高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心理护理干预在老年帕金森患者护理中具有显著的应

用效果，通过心理护理干预，不仅可以有效地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减轻患者的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还能够

增强患者的满意度，此种护理模式值得临床推广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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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and patient satisfaction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the care of elderly Parkinson's patients. Method: 80 elderly Parkinson's patients who received 
treatment in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23 to March 2024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The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with 4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Compare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 The SAS and SDS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has 
significant application effects in the care of elderly Parkinson's patients. Through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not only can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patients be effectively improved, negative emotions such a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be reduced, but also patient satisfaction can be enhanced. This nursing model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and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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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病（PD）是一种慢性进行性的神经系统疾

病，主要表现为静止性震颤、运动迟缓、肌强直和姿势

平衡障碍等[1]。老年人是帕金森病的主要发病人群，且

随着病情的发展，患者常出现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

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2]。因此，对老年帕金森患者进行

心理护理干预，以改善其心理状态和提高生活质量，具

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本文旨在在探讨心理护理干预在

老年帕金森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及患者满意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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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老年帕金森患者的护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具

体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选择 2023.3~2024.3 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80 例老年

帕金森患者为研究对象，将患者按照随机分配的原则

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40 例。对照组男性 24 例，

女性 16 例；年龄 60~82 岁，平均年龄（68.29±8.66）
岁；观察组男 22 例，女 18 例；年龄 61~83 岁，平均

年龄（68.52±7.33）岁。对比两组一般资料，其无明显

差异（P＞0.05）。此研究经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同

时，患者及其家属知情并同意此次研究。 
1.2 方法 
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包括病情观察、用药指导、

饮食护理等。 
观察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增加心理护理干预，

具体措施如下：①心理评估。评估患者对于疾病的认知

程度和接受程度，以及对于治疗方案的信任度和配合

度。使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
等标准化的评估工具，对患者的心理状态进行量化评

估。评估患者的社交能力和兴趣爱好，了解患者的生活

状态和心理需求。评估患者的睡眠质量，了解睡眠问题

对患者心理状态的影响。评估患者家属对患者疾病的

认知程度和支持程度。了解患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如社

区资源、邻里关系等，以及这些环境因素对患者心理状

态的影响。了解患者的性格特点，如内向、外向、乐观、

悲观等，以便制定个性化的心理护理干预方案。评估患

者对于心理护理干预的需求和期望，如希望得到的心

理支持、希望解决的问题等。②心理宣教。阐述心理调

适对于帕金森病患者康复的重要性，帮助患者建立积

极的心态，提高生活质量。介绍应对帕金森病带来的心

理压力和挑战的策略，如放松训练、情绪调节技巧、认

知重构等，帮助患者学会有效地管理自己的情绪。向患

者及其家属介绍帕金森病的基本知识、治疗方法、注意

事项等，增强患者对疾病的认知和了解，消除患者的疑

虑和恐惧。强调家庭支持对于帕金森病患者康复的重

要性，鼓励家属积极参与患者的治疗和护理。指导家属

与患者进行有效的沟通，增强彼此的理解和信任，促进

家庭和谐。③个性化心理护理。针对患者的不同性格、

文化背景和心理状态，采用个性化的心理护理方法。对

于焦虑、抑郁的患者，给予积极的心理支持和鼓励；对

于情绪不稳定的患者，引导其进行情绪调节和放松训

练。情绪低落的患者给予积极的鼓励，增加其生活的信

心。对情绪烦躁的患者给予良好的安慰，帮助其恢复平

静稳定的状态。帮助患者客观冷静地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减轻其心理负担。④随访干预。在患者出院后进行

定期随访，了解患者的康复情况和心理状态，及时给予

心理支持和指导。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和治疗阶段，设

定合理的随访频率。例如，在疾病初期，随访频率可能

较为密集，以便及时了解患者的心理变化和治疗效果。

随访方式可以包括电话随访、门诊随访、家庭访视等多

种形式。这些方式可以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和偏好进

行选择，以确保随访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1.3 观察指标 
①心理状态：采用 SAS 和 SDS 量表在干预前后对

患者的心理状态进行评估。②护理满意度：采用自制满

意度调查问卷在干预后对患者及其家属的满意度进行

调查。总满意度=满意占比+非常满意占比。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3.0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以均数±标准差（ sx ± ）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

料以率（%）表示，采用 χ²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比较两组心理状态 
观察组的 SAS 及 SDS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其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1： 
2.2 比较两组护理满意度 
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其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2： 

表 1  两组患者的心理状态对比（ sx ± ,分） 

组别 例数 SAS 评分 SDS 评分 

观察组 40 34.23±5.34 38.43±6.16 
对照组 40 45.65±7.21 46.84±8.33 

t - 8.050 5.134 
P - 0.001 0.001 

表 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n，(%)] 

组别 例数 不满意 满意 非常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 40 1（3%） 16（40%） 23（57%） 97% 
对照组 40 8（20%） 18（45%） 14（35%） 80% 
χ2 - 14.198 0.512 9.742 14.198 
P - 0.001 0.474 0.001 0.001 

 
3 讨论 
老年帕金森是一种慢性神经系统疾病，主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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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年人的运动功能，导致患者出现震颤、肌强直、运

动迟缓和姿势平衡障碍等症状。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

症状可能会逐渐加重，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3]。如

果不采取合适的护理方法，患者可能会面临更多的心

理和生理问题。长期的心理压力、焦虑、抑郁等情绪问

题不仅会加重病情，还可能影响患者的社交能力和生

活自理能力，进一步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 
在老年帕金森患者的护理中，常规护理主要关注

患者的生理需求，如药物管理、饮食指导、运动康复等
[4]。然而，这些护理方法往往忽视了患者的心理需求，

导致患者在面对疾病时感到孤独、无助和焦虑。心理护

理是一种旨在帮助患者应对疾病带来的心理压力和挑

战的护理方法。它通过评估、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和心

理健康水平，来增强患者的应对能力和生活质量[5]。对

于老年帕金森患者来说，心理护理的意义在于帮助其

建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减轻负面情绪，提高生活质量。

本研究结果显示，与常规护理相比，心理护理干预能够

显著降低老年帕金森患者的 SAS 及 SDS 评分，即患者

的焦虑和抑郁程度得到了显著改善。这一结果表明，心

理护理干预在老年帕金森患者护理中具有积极的效

果。心理护理干预在老年帕金森患者护理中的效果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心理护理干预能够显著

改老年善患者的心理状态，减轻焦虑和抑郁等负面情

绪，提高其的心理健康水平[6]。其次，心理护理干预能

够增强老年患者的应对能力，帮助其更好地应对疾病

带来的挑战和困难[7]。最后，心理护理干预能够提老年

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增强患者对护理工作的信任度

和认可度。这些效果不仅有助于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还有助于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和预后[8]。 
综上所述，心理护理干预在老年帕金森患者护理

中具有积极的效果和重要的意义，应该重视并推广心

理护理干预在老年帕金森患者护理中的应用，为患者

提供更加全面、有效的护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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