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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床旁吞咽功能筛查及康复护理对帕金森病患者吞咽功能障碍的影响 

罗梦颖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湖北武汉 

【摘要】目的 观察帕金森病患者接受早期床旁吞咽功能筛查及康复护理改善吞咽功能障碍的效果。方法 筛
选本院收治帕金森病患者共 94 例，时段 2022 年 10 月至 2023 年 10 月。依据入院顺序编号并随机分组，两组各

47 例。对照组方案为常规早期床旁吞咽功能筛查干预，观察组在此基础予以康复护理。对比两组干预前后吞咽功

能、生活质量变化，并评价整体护理效果。结果 观察组较对照组，前者护理总有效率提高更明显（P＜0.05）。

对比标准吞咽功能评估量表（SSA），干预后两组患者评分较各组干预前均有下降（P＜0.05）；同时观察组评分

下降幅度较对照更明显（P＜0.05）。对比吞咽障碍特异性生活质量量表（SWAL-QOL），干预后两组患者评分较

各组干预前均有升高（P＜0.05）；同时观察组评分升高幅度较对照更明显（P＜0.05）。结论 帕金森病患者接受

早期床旁吞咽功能筛查及康复护理具有显著效果，可明显缓解吞咽功能障碍，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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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early bedside swallowing function screening and rehabilitation 
nursing on improving swallowing dys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Parkinson's disease. Methods A total of 94 patients with 
Parkinson's disease were selec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22 to October 2023.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admission, 
47 case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was routine early screening intervention for swallowing 
function at bed,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rehabilitation nursing on this basis. The changes of swallowing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nd the overall nursing 
effect was evaluat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nursing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P < 0.05). Compared with the standard swallowing function Assessment Scale (SSA), the 
scores of patients in both groups decreased after intervention compared with those before intervention (P < 0.05). The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decreased more significantly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mpared with SWAL-
QOL, scores of patients in both groups were higher after intervention than before intervention (P < 0.05). At the same time, 
the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increased more significantly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Early 
bedside swallowing function screening and rehabilitation nursing for patients with Parkinson's disease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which can significantly alleviate swallowing dysfunction and improve quality of life. 

【 Keywords 】 Swallowing dysfunction; Parkinson's disease; Early bedside swallowing function screening; 
Rehabilitation nursing 

 
伴随近年来人口老龄化现象不断严重，帕金森病

这一神经系统变性病症的患病率呈现出高发趋势，对

广大患者身心健康带来了严重威胁[1]。吞咽功能障碍是

许多帕金森病患者的一种常见表现，严重影响正常摄

入食物，造成机体营养状况下降，甚至还会导致吸入性

肺炎以及病死[2]。常规药物以及脑深部电刺激在缓解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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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森病患者肢体功能方面有一定效果，然而无法有效

地改善吞咽功能障碍[3-4]。 
为此，本文选取本院 2022 年 10 月至 2023 年 10

月期间收治的帕金森病患者，进一步探讨早期床旁吞

咽功能筛查及康复护理改善吞咽功能障碍的效果，具

体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筛选本院收治帕金森病患者共 94 例，时段 2022

年 10 月至 2023 年 10 月。依据入院顺序编号并随机分

组，两组各 47 例。对照组男、女人数各 27 例、20 例；

集中 51 至 79 岁年龄段，均值（64.27±5.49）岁。观察

组男、女人数各 26 例、21 例；集中 54 至 76 岁年龄

段，均值（64.61±5.25）岁。基线资料比较，两组统计

学不存在意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采取常规早期床旁吞咽功能筛查干预，并

通过 V-VST 吞咽障碍考核量表实施床旁吞咽功能筛

查，该测试包含了液体-水、布丁状稠度、糖浆黏稠度

三个方面。如果测试期间患者吞咽存在疼痛、费力、喉

咙刺激痛等症状，表明为阳性，说明患者有较高误吸风

险。护理人员结合筛查结果为其提供常规护理干预，包

括指导患者合理摄入食物，做好口腔清洁卫生，加强病

情变化观察等。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予以康复护理，（1）针对

性饮食指导：若患者有严重吞咽功能障碍的患者，指导

患者采取经鼻胃管进食的方式。对于有中等吞咽功能

障碍的患者，指导患者采取经口联合鼻饲的方式来进

食。其中经口主要摄入糊状食物，鼻饲法主要注入水或

者药物。若患者只存在轻微吞咽功能障碍，可指导患者

尝试摄入糊状食物，但要注意温度不能过高。进食过程

中患者可以采取端坐体位，如果不能自行端坐，应将床

头适当抬高到 60°。（2）针对性口腔护理：在患者摄

入食物后，需第一时间进行口腔清洁，将口腔内部食物

残渣彻底清理干净。同时指导患者通过含漱口水的方

式来对口腔进行清洁，降低相关牙周病风险，随时注意

观察患者有无口腔溃疡发生。 
1.3 观察指标 
（1）通过标准吞咽功能评估量表（SSA）评估患

者吞咽功能，满分 46 分，得分升高代表有更严重吞咽

障碍。（2）通过吞咽障碍特异性生活质量量表（SWAL-
QOL）评估患者生活质量，从 11 个维度评分，满分 220
分，得分升高代表有更高生活质量。（3）完成干预后

进行护理效果评价，其中吞咽功能障碍基本消失，营养

状况较好，未出现并发症，代表显效；吞咽功能障碍有

大幅缓解，营养状况有改善，并发症很少，代表有效；

吞咽功能障碍无好转甚至加重，营养状况差，有较多并

发症，代表无效；显效率、有效率之和为总有效率。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3.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数

据均符合正态分布以（χ±s）表示，采用独立样本 t 检
验进行组间比较，计数数据以[例(%)]表示，行χ2检验，

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护理效果 
对照组显效、有效、无效人数各有 26 例、13 例、

8 例；观察组显效、有效、无效人数各有 31 例、14 例、

2 例。观察组 95.74%（45/47）总有效率较对照组 82.98%
（39/47）有明显提升，两组统计学存在意义（χ2=8.562，
P=0.003）。 

2.2 对比两组干预前后吞咽功能 
对比 SSA 评分情况，干预后两组患者评分较各组

干预前均有下降（P＜0.05）；同时观察组评分下降幅

度较对照更明显（P＜0.05）。SSA 评分干预前相比，

两组间统计学无意义（P＞0.05），见表 1。 
2.3 对比两组干预前后生活质量 
对比 SWAL-QOL 评分，干预后两组患者评分较各

组干预前均有升高（P＜0.05）；同时观察组评分升高

幅度较对照更明显（P＜0.05）。SWAL-QOL 评分干预

前相比，两组间统计学无意义（P＞0.05），见表 2。 
表 1  对比两组干预前后吞咽功能（χ±s，分） 

组别 例数 SSA 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47 34.58±3.49 27.16±3.11* 

观察组 47 34.17±3.64 21.38±2.89* 

t  0.557 9.334 

P  0.579 0.000 
注：对比各组干预前，*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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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对比两组干预前后生活质量（χ±s，分） 

组别 例数 SWAL-QOL 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47 98.15±12.57 150.47±17.48* 

观察组 47 98.47±12.19 181.38±19.86* 

t  0.125 8.010 

P  0.901 0.000 
注：对比各组干预前，*P＜0.05。 

 
3 讨论 
在我国老年群体中帕金森病患病率较高，通常可

以引起患者一系列的自主神经功能紊乱症状，比如大

量出汗、皮脂腺过度分泌的表现[5]。许多患者还有相关

神经功能紊乱，包括全身疼痛、痴呆、抑郁等。吞咽功

能障碍属于帕金森病患者群体的一种常见并发症，通

常表现出食管上端括约肌以及食管壁持续收缩，肌张

力明显提升，从而严重影响吞咽功能[6]。如果没有及时

对吞咽功能障碍进行干预，久而久之不仅使患者产生

严重的心理问题，甚至引起厌食症，进一步导致营养不

良，加重身心损害[7]。 
现阶段临床相关治疗措施仍然无法完全使帕金森

病得到治愈，更多以控制病情发展为目的。对于帕金森

病患者治疗的早期阶段，需尽早实施床旁吞咽功能筛

查，并结合筛查结果提供相关康复护理措施，使吞咽功

能症状得到改善[8]。本次研究结果发现，观察组护理总

有效率较对照组提高更明显；同时干预后观察组 SSA
评分低于对照组，SWAL-QOL 评分高于对照组。结果

证明了帕金森病患者接受早期床旁吞咽功能筛查及康

复护理有理想效果，能改善吞咽功能障碍，促进生活质

量提升。针对性吞咽功能锻炼能够提高口腔肌肉运动

协调性，刺激吞咽肌肉及其神经，为吞咽功能改善奠定

良好基础[10]。针对性口腔护理可以保持口腔清洁卫生

状态，降低口腔疾病的风险。 
综上所述，早期床旁吞咽功能筛查及康复护理可

有效改善帕金森病患者吞咽功能障碍，改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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