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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病患者睡眠障碍现况调查及护理对策

陈碧凤，古菊芳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广东珠海

【摘要】目的 探究帕金森病患者睡眠障碍及护理措施。方法 随机数字表法选择 2020.3-2021.9收治的帕金

森病患者 70例分为对照组、观察组。对照组常规护理，观察组睡眠障碍针对性护理。对比睡眠质量、嗜睡量、

睡眠状况、满意度。结果 观察组上述指标均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 数据表明帕金森病睡眠障碍与性别、

年龄、病情程度具有相关性。60岁以上患者、男性患者、中重度病症患者睡眠障碍发生率更高。60岁以下、女

性患者、轻度患者睡眠障碍发生率更低。针对性护理措施的睡眠行为干预、睡眠卫生干预及各类干预措施能够有

效匹配患者认知水平以及病情进展，改善患者的睡眠质量、嗜睡量以及睡眠状况，提高护理满意度。值得临床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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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the status of sleep disorders in patients with Parkinson's disease and nursing countermeasures

Bifeng Chen, Jufang 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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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sleep disorder and nursing measures of patients with Parkinson's disease.
Methods 70 patients with Parkinson's disease admitted from March 202to September 202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Routine nursing for the control group and targeted nursing for sleep disorder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Compare sleep quality, sleepiness, sleep status and satisfaction. Results The above index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data show that the sleep disorder
of Parkinson's disease is correlated with sex, age and severity of the disease. The incidence of sleep disorders is higher in
patients over 60 years old, male patients, and patients with moderate and severe diseases. The incidence of sleep
disorders was lower in patients under 60 years old, female patients and mild patients. The sleep behavior intervention,
sleep hygiene intervention and various intervention measures of targeted nursing measures can effectively match the
cognitive level and progress of patients, improve the sleep quality, sleepiness and sleep status of patients, and improve
nursing satisfaction. It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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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多发于中老年患者群体中的神经系统变

性疾病，帕金森不仅会对患者产生严重身心影响，同

时由于治疗时间过长、医疗成本高，对患者和家人的

生活质量以及经济也有一定的影响[1]。帕金森病的临床

护理方法以常规护理为主，但始终无法达到预期护理

效果。本文着重探讨了帕金森患者睡眠障碍问题及其

针对性护理的作用。现将数据结果报告如下。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随机数字表法选择 2020.3-2021.9收治的帕金森病

患者 70例分为对照组、观察组。对照组男女比（17/18），
年龄 40-80 岁，平均年龄（61.73±18.98）岁。观察组

男女比（19/16），年龄 40-80岁，平均年龄（61.54±18.97）
岁。资料比较 P＞0.05，可比。

1.2方法

1.2.1对照组

护士应协助患者缓解精神上的紧张，并使患者保

持稳定、良好的生活作息。为患者开展用药知识宣教

等等。

1.2.2观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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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治疗：护理人员需与患者构建良好的沟通桥

梁，主动询问患者喜欢哪种类型的音乐。在患者睡眠

前利用播放设备为患者营造良好的睡前氛围，减少紧

张不良情绪对睡眠质量产生的影响。

认知干预：通过开展知识宣教的方式帮助患者了

解睡眠障碍与帕金森病症之间的关系以及睡眠障碍的

发生机制。主动询问患者近期是否因个人外界因素导

致自身睡眠出现障碍并为其提供针对性的应对措施，

避免各类因素对身心产生的不利影响。

睡眠行为干预：护理人员需告知患者减少从事与

睡眠无关的活动，禁止在床上看电视或工作。白天需

尽量下床活动，如若存在睡意则可适当上床休息。无

论夜间睡眠时间多长都需在第 2天清晨准时起床，以

此养成良好的睡眠规律。

睡眠卫生干预：督促患者制定合理的睡眠时间以

及起床时间，白天为患者安排规律的文娱体活动，并

要求患者多食用促进睡眠的食物。睡前可通过沐浴暖

水泡脚以及饮用热牛奶的方式促进睡眠质量提高，禁

止饮用浓茶以及咖啡等含有刺激性物质的饮料。睡前

需禁止吸烟并做兴奋性运动，同时也需调整情绪，避

免情绪激动影响睡眠。睡前需患者脱衣盖被并排尽小

便。

用药指导：帕金森患者年龄相对较高，大部分患

者因认知水平或事物接受能力较差，往往在服药期间

存在漏服或多服的各种不良现象。需护理人员结合每

一位患者的个体差异性开展针对性用药指导。对于无

法清楚认知药物相互作用或用药流程的患者，需要护

理人员每日为其亲自指导用药并加大监管频次。护理

人员需要始终以积极耐心的态度对待每一位患者，帮

助他们正确认识到各种护理干预流程对病情缓解产生

的正确影响。

生活护理：要求护理人员同患者调节原有不良生

活方式，结合患者身体素质可要求他们定期开展低强

度或中强度的运动。

心理护理：部分患者因病情影响导致自身存在较

为严重的心理压力，护理人员要用温柔的语言来缓解

患者的精神紧张。可以主动与单独待在病房内的患者

进行沟通，询问近期状况或者他们感兴趣的内容，减

少情绪影响身心健康。

1.3疗效评价标准

1.3.1睡眠质量、嗜睡量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爱泼沃斯嗜睡量表进

行数据统计，分值与质量呈负相关。

1.3.2睡眠状况

观察睡眠状况。

1.3.3满意度

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评级对应:85分+、60分
-84分、60分-。

1.4统计学分析

软件包（SPSS 24.0）数据统计。（χ±s）表示睡

眠质量、嗜睡量，t检验。计数资料方式呈现睡眠状况、

满意度。百分制表示，χ2检验。

2 结果

2.1帕金森病睡眠障碍影响分析分析

对 70例患者开展睡眠障碍现状调查。

其中 36 例男性患者睡眠障碍发生率为 61.11%
（22/36）、病情为中重度的 28例患者睡眠障碍发生率

为 82.14%（23/28）、年龄为 60岁以上的 38例患者睡

眠障碍发生率为 81.58%（31/28）。

34例女性患者睡眠障碍发生率为 44.12%（15/34）、
病情为轻度的 42 例患者睡眠障碍发生率为 45.24%
（19/42）、年龄为 60岁以下的 32例患者睡眠障碍发

生率为 40.63%（13/32）。

数据表明帕金森病睡眠障碍与性别、年龄、病情

程度具有相关性。60岁以上、男性患者、中重度患者

睡眠障碍发生率更高。60岁以下、女性患者、轻度患

者睡眠障碍发生率更低。

2.2睡眠质量、嗜睡量对比

观察组优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 1 睡眠质量、嗜睡量对比[（χ±s），分]

组别 n
睡眠质量 嗜睡量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35 15.71±2.45 5.81±1.18 15.62±2.32 5.48±1.13

观察组 35 15.44±2.82 2.62±0.92 15.59±2.19 2.21±1.28

t - 0.4276 12.6130 0.0556 11.3303

p - 0.6703 0.0000 0.9558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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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睡眠状况对比

对照组睡眠状况良好 28例，观察组睡眠状况良好

34例。观察组优于对照组，数据对比 p=0.0242（P<0.05）。
2.4满意度对比

对照组总满意率 74.29%（26/35），观察组总满意

率 94.29%（33/35）。观察组优于对照组，数据对比

p=0.0215（P<0.05）。

3 讨论

帕金森是我国中老年人群中常见的一种神经退行

性病变[2]。这种病症可引起患者的某些神经细胞出现退

化，从而致使患者出现各种运动症状。从宏观角度来

看，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上升导致帕金森的患病率呈

现逐年上升趋势。从类型角度来看，帕金森包括运动

症状和非运动症状[3]。早期我国主要以运动症状判断帕

金森病症对生活质量产生的影响，当时期对应的医疗

方式主要以缓解不良运动症状为主[4]。随着医疗水平及

理念的不断更新迭代，当今时代医学领域越来越关注

帕金森患者的非运动症状。有关研究表明，非运动症

状是影响帕金森患者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主要

原因在于当今时代生活节奏过快导致民众生活压力较

大，非运动症状会影响帕金森患者的日常生活，最终

对心理造成不利影响[5]。

帕金森睡眠障碍的主要类型为失眠，觉醒障碍、

快速眼动期睡眠行为障碍以及睡眠相关运动、呼吸障

碍等等。失眠被认为是帕金森最常见的睡眠障碍症状，

临床表现大多以患者因生理或心理的疲劳感导致自身

无法入睡或存在抑郁以及焦虑等情绪障碍[6]。国外某学

者在一项相关性研究中发现，导致患者出现失眠症状

的因素多种多样。例如患者左半球前后中心区域的整

体白质减少，会导致患者出现夜尿症且难以在短时间

内再次入睡[7]。觉醒障碍是指帕金森患者在日间出现疲

惫头晕以及瞌睡增多的现象，该现象是帕金森患者常

见并发症。国外某学者在对 422名帕金森患者的实验

中发现,有日间过度睡眠的患者其下丘脑多巴胺 D3受
体的使用情况有一定程度的降低。上述现象说明多巴

胺 D3受体能够提高帕金森患者日间的警觉性，如若受

体可用性受到抑制将会导致对应病症的产生。睡眠发

作也是觉醒障碍的一种，不同于其他睡眠障碍,睡眠发

作是具有无法抵抗、突然性的特征[8]。

根据本次实验结果可以得出，帕金森患者患有睡

眠障碍的发生率与年龄和性别有关，60岁以上的男性

患者发病率更高。此外也与病情进展有关，例如中重

度病情患者的睡眠障碍发病率相对较高。采取有效的

护理措施是帮助患者减轻睡眠障碍等不良症状影响的

重要途径。开展针对性护理的观察组患者无论是睡眠

质量、嗜睡量以及睡眠状况和护理满意度都优于对照

组。

综上所述，60岁以上的男性患者以及病情为中重

度患者患有睡眠障碍的发生率较高，采用针对性护理

能够有效提高护理质量，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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