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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属参与式护理干预对老年帕金森患者社会支持及自我效能的影响研究 

陈潇倩 

东阳市中医院  浙江东阳 

【摘要】目的 观察老年帕金森患者开展家属参与式护理干预的价值。方法 纳入本院确诊医治的老年帕金森

患者共 86 例，时间 2022 年 11 月至 2023 年 11 月。对其随机划分两组，对照组人数 43 例开展常规护理，观察组

人数 43例开展家属参与式护理干预。评比两组社会支持与自我效能水平。结果 两组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
干预后对比同组干预前均出现升高（P＜0.05）；同时观察组对比对照组上升更多（P＜0.05）。两组社会支持评

定量表（SSRS）干预后对比同组干预前均出现升高（P＜0.05）；同时观察组对比对照组上升更多（P＜0.05）。

结论 老年帕金森患者开展家属参与式护理干预能够增强自我效能，提高社会支持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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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value of family participation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Parkinson's disease. Methods A total of 86 elderly patients with Parkinson's disease diagnosed and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were included from November 2022 to November 2023. The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43 cases)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43 cases) received family participation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levels of social support and self-efficacy of the two groups were evaluated. Results The general self-
efficacy scale (GSES) of the two groups was higher after intervention than before intervention (P < 0.05). The increase of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SSRS) in both groups increased 
after intervention compared with that before intervention (P < 0.05). The increase of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Family participation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Parkinson's disease 
can enhance self-efficacy and social support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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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作为临床常见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病症，在

老年群体呈现出高发趋势，发病后不仅自身承受极大

身心痛苦，而且加重家庭成员的照护与经济负担[1]。由

于老年帕金森患者存在一定认知、运动功能异常，所以

需要家属进行有效照料，而家属自身认知水平与行为

也和患者病情控制有直接联系[2]。家属参与式护理干预

实现对患者及家属的同步管理与健康指导，提高家属

重视程度，充分调动家属的督促作用，全程监督患者用

药、饮食、运动等，更有助于病情控制[3]。基于此，本

文深入探讨老年帕金森患者开展家属参与式护理干预

的价值，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纳入本院确诊医治的老年帕金森患者共 86 例，时

间 2022 年 11 月至 2023 年 11 月。对其随机划分两组，

平均 43 例。对照组最小、最大年龄分别 61 岁、79 岁，

均值（70.36±4.38）岁；男性、女性人数分别 25 例、18
例；患病年限 1 至 7 年，均值（4.23±0.86）年。观察

组最小、最大年龄分别 62 岁、77 岁，均值（70.53±4.17）
岁；男性、女性人数分别 26 例、17 例；患病年限 2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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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年，均值（4.05±0.93）年。患者相关信息比较，两组

不具备统计学差异（P＞0.05）。 
1.2 方法 
对照组开展常规护理，向患者讲解帕金森相关基

础知识，指导药物正确使用方法，给予饮食、作息、运

动等方面建议。了解情绪变化，进行适当疏导。出院时

告知院外注意内容，安排复诊时间等。 
观察组开展家属参与式护理干预。 
（1）转变家属认知：了解家属对于帕金森病知情

况，并根据其受教育程度、理解能力开展个体化知识宣

教，讲解帕金森病发病机制、主要表现、治疗措施、预

后情况等。告知家属在患者病情康复中所扮演的重要

角色，纠正家属存在的错误认知，提高认知水平。 
（2）家属参与健康宣讲：在家属陪同下，对患者

和家属共同进行健康知识教育，针对患者表现出的疑

问进行耐心讲解，传授患者和家属日常生活的自我管

理技能，不断学习并掌握。 
（3）家属陪同心理护理：告知家属抽出更多时间

陪伴、关怀患者，与患者聊天进行情感交流，疏导患者

存在的负面情绪，让患者体验到更多家人的关心、爱

护，减轻精神压力。 
（4）家属参与行为干预：让家属参与到对患者日

常饮食、运动、作息等指导中，共同商讨制定干预计划，

提出合理建议。并在日常生活中负责监督患者相关目

标完成情况，督促患者正确控制饮食、合理运动以及保

持规律作息。教会家属与患者观察病情的正确方法，及

时发现异常现象，并上报医护人员。 
1.3 观察指标 
（1）自我效能：评估工具采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

表（GSES），条目共 10 项，总分 40 分，得分增加代

表个体自我效能感更高。 
（2）社会支持：评估工具采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SSRS），基于客观支持（总分 16 分）、主观支持（总

分 16 分）、支持利用度（总分 12 分）3 方面评分，条

目共 10 项，得分增加代表个体社会支持水平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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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表示，行χ2 检

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干预前后两组自我效能 
两组 GSES 评分干预后对比同组干预前均出现升

高（P＜0.05）；同时观察组对比对照组上升更多（P＜
0.05）。干预前 GSES 评分相比，两组患者不具备统计

学差异（P＞0.05），见表 1。 
2.2 对比干预前后两组社会支持 
两组 SSRS 评分干预后对比同组干预前均出现升

高（P＜0.05）；同时观察组对比对照组上升更多（P＜
0.05）。干预前 SSRS 评分相比，两组患者不具有统计

学差异（P＞0.05），见表 2。 

表 1  对比干预前后两组自我效能（χ±s，分） 

组别 例数 GSES 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43 25.39±2.95 30.37±3.06* 

观察组 43 25.63±2.81 35.61±3.28* 

t  0.386 7.660 

P  0.700 0.000 
注：对比同组干预前，*P＜0.05。 

表 2  对比干预前后两组社会支持（χ±s，分） 

组别 例数 主观支持 客观支持 支持利用度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43 7.68±1.62 9.68±1.56* 7.35±1.43 10.38±1.69* 6.28±1.35 8.10±1.63* 

观察组 43 7.41±1.83 11.23±1.63* 7.21±1.29 12.04±1.41* 6.51±1.09 10.28±1.51* 

t  0.724 4.505 0.477 4.946 0.869 6.434 

P  0.471 0.000 0.635 0.000 0.387 0.000 
注：对比同组干预前，*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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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目前临床对老年帕金森患者主要采取药物治疗，

以减轻相关症状，延缓病情发展，提高生活质量[4]。但

由于治疗时间较为漫长，自我效能逐渐下降，患者难以

长期保持良好依从性，常常对治疗效果带来不良影响
[5]。同时患者长期治疗中所获社会支持较少，出现各种

负面情绪，也容易导致病情进展[6]。因此，在老年帕金

森患者治疗中为其提供有效护理干预，改善其身心状

态，帮助其树立良好行为方式有重要意义。常规护理主

要是凭借经验或按照医嘱执行，很难达到预期效果[7]。 
家属是老年帕金森患者日常生活照料的主要参与

者，也是情感交流重要来源，与患者长时间生活、接触，

可产生更重要的影响[8]。家属参与式护理干预通过调动

家属参与患者护理工作，提高家属认知状况，树立良好

行为，有助于深入了解患者需求并充分满足，持续改进

护理质量[9]。本研究显示，观察组干预后 GSES 评分、

SSRS 评分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提升。结果证明了老年

帕金森患者开展家属参与式护理干预能够增强自我效

能，提高社会支持水平。分析原因是：家属是患者社会

支持的重要构成之一，在家属参与式护理干预中，家属

在患者日常生活中对其进行持续提醒、督促，有助于患

者建立并长期坚持自我管理行为。并且同步对家属进

行知识宣教，引导家属肩负起督促患者的职责。通过实

施家属参与的健康教育，不但可以让患者感受到来自

家人的重视、关怀，在患者情绪低落时能够及时提供必

要的家庭和情感支持，鼓励患者继续坚持[10]。而且还

可以随时陪伴患者，协助患者解决问题，并督促患者不

断建立起遵医服药、科学饮食、合理运动等良好的自我

管理行为，提高治疗信心，增强自我效能。 
综上所述[11-12]，家属参与式护理干预能够增强老

年帕金森患者自我效能，提高社会支持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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