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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护理在帕金森综合征患者中的应用 

杨 扬 

联勤保障部队第 904 医院常州医疗区神经内科  江苏常州 

【摘要】目的 帕金森综合征是老年人当中发病率比较高的疾病，在患者治疗期间对其采用整体护理干

预，并分析应用效果。方法 研究时间选择在 2021 年 1 月-2022 年 1 月，研究对象为这一时期内我院收治的

100 例帕金森综合征患者，并对上述患者进行分组研究，分组方式为随机数字法，利用此方式将患者平均分

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干预，实验组采用整体护理干预，对比应用效果。结果 本研究中

实验组患者心理状态以及生活质量的改善均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 整体护理能够有效改善帕金森综合

征患者的临床症状，使其心理状态得到良好的调节，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进而促使其自我管理能力以

及生活质量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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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Parkinson's syndrome is a disease with a relatively high incidence among the elderly. 
Holistic nursing intervention was adopted during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and the application effect was analyzed. 
Methods Research time choice in January 2021-January 2022, our hospital research object for this period of the 
100 patients with Parkinson's syndrome, and group study, patients with the grouping for the random number 
method, using this way to patients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experimental group, control group using con- 
ventional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using overall nursing intervention, Compare application 
effects. Results In this study,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Holistic nursing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linical symptoms 
of patients with Parkinson's syndrome, regulate their psychological state, improve their treatment compliance, and 
promote their self-management ability and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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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综合征是年纪较大的人群中比较常见的

一种神经系统疾病，发生该病后患者会出现不同程

度的震颤、肌强直以及运动能力降低等问题，并且

该病会呈现出进行性发展，随着患病的时间增加临

床症状不断的加重。该病发生后不但会降低患者的

身体健康水平，对患者的心理健康也会带来严重影

响，患者会出现明显的焦虑、抑郁等情绪，认为自

己是家人的负担，从而产生严重的自责心理，另外，

很多患者患病后其自尊心也会受到影响，不愿意积

极进行康复训练，拒绝与人交流，导致疾病发展更

加迅速，从而形成恶性循环[1-2]。在患者治疗期间，

采用高效的整体护理干预，对患者身心双方面展开

更加全面且系统的护理干预，帮助患者改善机体功

能的同时降低患者发生负性情绪的概率，提高患者

的依从性，使其能够高效的配合治疗和护理，从而

起到提升治疗效果的作用[3-4]。本研究针对我院收治

的帕金森综合征患者的采用整体护理干预，并分析

报道应用效果，如下。 
1 一般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时间选择在 2021 年 1 月-2022 年 1 月，研

究对象为这一时期内我院收治的 100 例帕金森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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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患者，并对上述患者进行分组研究，分组方式为

随机数字法，各 50 例，对照组中男性 30 例，女性

20 例，平均年龄为（68.48±5.64）岁，实验组中男

性 28 例，女性 22 例，平均年龄为（68.74±5.86）岁，

组间对比无差异性，P＞0.05。 
1.2 研究方法 
（1）对照组 
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护理，了解患者的各项症

状表现，监测患者的体征变化，给予患者用药护理、

常规健康教育和生活指导等。 
（2）实验组 
实验组患者接受整体护理干预，包括： 
①患者入院之后为其提供良好的住院环境，保

持室内干净整洁，温度以及湿度适宜，定时打开窗

户通风，按照患者的生活习惯适当调整室内物品的

摆放，告知患者不需要严格按照要求放置物品，只

要保持干净整洁即可，降低患者的陌生感。在患者

住院环境内适当张贴警示标签，尤其是比较容易发

生跌倒的位置。在患者的床边以及洗手间内设置紧

急呼叫按钮，在遇到意外时及时通知护士。 
②与患者进行良好的沟通，使其能够以充分信

任护理人员，告知患者及其家属治疗方式和护理流

程，获得患者的配合。根据患者的实际病情、理解

能力和文化水平等选择适合的健康教育方式，使患

者能够在短时间能充分的了解病情的发生、发展以

及预后等。发现患者的错误认知，及时对其不良想

法进行纠正，保证其能够理解医护人员的用心。 
③在与患者的交流过程中对其心理状态进行分

析，帮助患者进行心理疏导。引导患者正确的将不

良情绪释放出来，通过共情护理方式让患者感受到

被理解和接受，在患者休息的时候适当为其播放一

些舒缓的音乐，并指导患者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

呼吸感受音乐中所表达的意境，将自己融入到音乐

当中。指导家属正确与患者交流，多与其进行交谈，

说一些过去比较开心的事件，使患者保持愉悦的状

态，感受到家人的重视和支持。科室内组织一些益

智的娱乐活动，鼓励患者参与到其中，分散其在疾

病上的注意力。 
④为患者制定有针对性的饮食计划，了解患者

的饮食喜好，纠正其错误的饮食习惯，饮食计划中

保证食物的多元化，降低患者的厌烦和抵触情绪。

在患者食欲不振的时候积极帮助其分析饮食的重要

性，使患者明白良好的饮食习惯是改善其机体健康

状态，促进治疗效果的关键。 
⑤注意患者的症状变化，对其进行预见性护理

干预，并告知患者及其家属可能出现的并发症以及

诱发症状的主要因素，使患者能够积极的配合护理

工作。 
⑥为患者制定康复计划，指导其进行肢体活动

训练，循序渐进的帮助患者改善肢体状态，并告知

患者在训练过程中所取得的进步，对患者的表现进

行肯定，鼓励患者坚持进行练习，帮助其树立治疗

的信心。 
⑦患者出院前进行高效的院前指导，并为其制

定家庭康复计划，叮嘱患者按照计划进行练习，并

指导家属如何正确的辅助和监督患者完成。定期进

行随访，了解患者的康复情况，并提醒其进行复查。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方法 
（1）对比患者心理状态。 
（2）对比患者生活质量改善情况。 
1.4 统计资料 
用 SPSS24.0 软件进行对数据的统计和整理，计

量资料用（ sx ± ）来表示，计数资料运用卡方来检

验，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患者心理状态 
实验优于对照组，P＜0.05。 
2.2 对比患者生活质量改善情况 
实验组、对照组各 50 例患者，将两组患者的生

活质量采用统计学分析，具体如下： 
护理前实验组物质生活（68.30±6.73）分，躯体

健康（70.08±7.15）分，心理健康（65.34±7.96）分，

社会功能（70.45±7.39）分；对照组物质生活（68.58 
±6.46）分，躯体健康（70.24±7.45）分，心理健康

（65.61±7.73）分，社会功能（70.87±7.16）分。 
护理前两组患者生活质量对比为：物质生活（t= 

0.2122，P=0.8324），躯体 健康（t=0.1096，P=0.9130），
心理健康（t=0.1721，P=0.8637），社会功 能（t=0.2664，
P=0.7901），组间无显著差异，P＞0.05。 

护理后实验组物质生活（77.90±5.83）分，躯体

健康（80.54±6.08）分，心理健康（75.28±4.19）分，

社会功能（80.65±4.17）分；对照组物质生活（7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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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6）分，躯体健康（77.25±5.64）分，心理健康

（72.00±5.44）分，社会功能（76.92±4.37）分。 
护理后两组患者生活质量对比结果为：物质生

活（t=3.4563，P=0.0008）、躯体健康（t=2.8052，

P=0.0061）、心理健康（t=3.3777，P=0.0010）、社

会功能（t=4.3665，P=0.0000），实验组优于对照组，

P＜0.05。 

表 1  对比患者心理状态（ sx ± /分） 

组别 
SAS 

t P 
SDS 

t P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实验组（n=50） 58.85±6.49 45.80±3.79 12.2781 0.0000 60.11±4.09 46.87±3.56 17.2658 0.0000 

对照组（n=50） 58.63±6.74 48.29±3.58 9.5803 0.0000 60.43±4.00 48.93±3.78 14.7756 0.0000 

t 0.1663 3.3772 - - 0.3955 2.8053 - - 

P 0.8683 0.0011 - - 0.6933 0.0061 - - 

 
3 讨论 
帕金森综合征的患者在患病后不会完全丧失意

识，但是其机体功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现象，

这种情况下大多数患者会出现心理问题，自责感会

逐渐加深，并且焦虑和抑郁的状态也会逐渐加重，

使其出现抵触治疗的情况。在患者治疗期间传统的

护理方式其全面性不足，整体的效果不够理想[5-6]。

整体护理通过针对患者的不同身心健康状态进行更

加系统化的护理干预，给予患者更多的心理支持，

帮助其纠正错误的想法，使其保持良好的心态配合

治疗，依从性提升后患者的配合度也会更高，使其

整体治疗效果得到提升，加之高效的健康教育使其

获得的相关知识更加贴合自身的疾病，患者不容易

被错误的想法影响，不会出现严重的负性情绪。尽

量帮助患者熟悉住院环境，保持其主要的生活习惯，

降低陌生感，充分的信任和依赖护理人员，对后续

的护理工作顺利展开有非常重要的作用[7-8]。帮助患

者调整饮食计划，在尽量保持患者饮食习惯的基础

上剔除一些不良的习惯，可以避免患者突然改变饮

食而出现食欲减低或者抵触进食的情况，保证患者

充分的营养供给，调节其健康水平。积极指导患者

进行康复训练，促使其肢体功能提升，降低患者失

去生活自理能力的发生率，给予患者充分的肯定和

鼓励能够使其更加有治疗的信心，即便是出院以后

也能后积极的按照家庭康复计划进行训练[9-10]。本研

究中实验组患者心理状态以及生活质量的改善均优

于对照组，P＜0.05。 
综上所述，整体护理能够有效改善帕金森综合

征患者的临床症状，使其心理状态得到良好的提升，

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进而促使其自我管理能力

以及生活质量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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