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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患者护理中实施健康教育联合心理护理的效果研究 

王 娜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 904 医院常州医疗区  江苏常州 

【摘要】目的 探析帕金森患者护理中实施健康教育联合心理护理的效果。方法 本院 2021.01——

2022.01 间抽选 80 名帕金森病人，以“入院时间分组法”分出常规组（2021.01——2021.06 纳入者）、实验

组（2021.07——2022.01 纳入者），每组 40 名。常规组应用常规护理，实验组在常规组基础上应用健康教

育和心理护理。整理对比两组患者不良情绪评分、UPDRS 评分、MoCA 评分、PDQ-39 评分、护理满意度。

结果 相较常规组，实验组不良情绪、UPDRS、PDQ-39 评分更低，P＜0.05。相较常规组，实验组 MoCA 评

分、护理满意度更高，P＜0.05。结论 健康教育与心理护理联合实施能帮助帕金森病人减轻病情，建议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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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health education 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 patients with Parkinson's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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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health education 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 the 
nursing of Parkinson's disease pat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80 patients with Parkinson's disease were selected from 
2021.01 to 2022.01 in our hospital, and were divided into conventional group (2021.01 to 2021.06) and 
experimental group (2021.07 to 2022.01) according to the grouping method of admission time, with 4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routine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health education 
and psychological nursing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group. The negative emotion score, UPDRS score, MoCA score, 
PDQ-39 scor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we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group, the scores of adverse emotions, UPDRS and PDQ-39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lower (P < 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group, the MoCA scor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higher, P < 0.05. Conclusion: The combination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psychological 
nursing can help patients with Parkinson's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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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疾病(idiopathic Parkinson’s disease，PD)
又名为特发性帕金森病，也成为震颤性麻痹，在临

床中属于常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之一。具医学调查

研究显示，我国的帕金森患病率正在逐渐提升，约

每十万人之中便有 15-328 人患病，年龄 60 岁以上

者为主要患病者。目前临床医学研究尚未发现诱发

PD 发作的明确因素，当前仅认为和药物、社会、病

人因素等息息相关，主要病理改变为蓝斑神经元色

素的脱失、路易小体出现等，体征可见精神障碍、

运动徐缓、震颤等，随着疾病发展会逐渐影响病人

的定向力和判断力，以及造成坏死性筋膜炎等，诸

多疾病的发生均会对患者的生活和身体状况造成影

响[1-2]。目前临床针对帕金森疾病，多依靠药物治疗

但会存在低血压、恶心等不良症状，且尚无法根治，

若想达到理想的治疗效果必须介入良好的护理干预

配合。帕金森病人行动能力受阻，长此以往容易导

致患者出现较大的康复压力，而随着我国护理服务

的进步，从护理方式的选择上以及内容规划上有了

明显改善，更开始从患者的心理角度出发给予相应

的护理[3]。帕金森病人在心理护理、健康教育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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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病情改善明显。基于此，本次统计针对心理护

理和健康教育的应用情况进行分析，详情可见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线性资料 
选取本院帕金森病人参与统计，设定时间

2021.01——2022.01 期间临床收治，回顾统计下共

计筛选 80 名，以“入院时间顺序分组法”将对象平

均分为两组，将 2021.01——2021.06 纳入 40 名患者

设为常规组、将 2021.07——2022.01 纳入 40 名患者

设为实验组，予以不同护理干预手段。所有病人、

家属对本次实验内容知情同意，资料统计已递交伦

理委员会。 
常规组：男患 20 例、女患 20 例；年龄值区间

50-78 岁、平均年龄值（66.05±2.00）岁；病程区间

2-17 年、平均病程 10.80±2.05 年。实验组：男患

22 例、女患 18 例；年龄值区间 52-78 岁、平均年龄

值（65.61±2.10）岁；病程区间 1-15 年、平均病程

10.75±2.00 年。基本资料比较无差异 P＞0.05。 
1.2 方法 
常规组：医护人员需要按时检查患者的生命体

征，并叮嘱患者按时用药、合理进食、注意各项禁

忌事项。护理人员向患者讲述帕金森疾病的发生原

因和相关治疗知识，叮嘱正确用药剂量和时间，出

院前叮嘱病人按时复查。 
实验组：第一，心理护理。因为帕金森疾病的

特殊性，患者存在行动障碍和社交能力下降，不良

情绪的累积会逐渐加重患者的康复压力，从而易产

生抵抗治疗行为。因此护理人员与其沟通时应尽量

保证交流语气亲切和蔼、语速平稳、语气肯定，让

患者和护理人员尽可能产生信任和熟悉感，让患者

感到安全，并且能保证治疗工作和护理工作的顺利

进行。入院后及时收集病人的个人资料，评估患者

的心理情况，分阶段性记录病人的情绪变化，制定

针对性护理方案。积极引导患者排解内在情绪，通

过交流倾诉或文明发泄，让其心情感到放松。多介

绍成功稳定病情的病例，增强患者的治疗信心，从

而更快的接受快速康复指导。第二，健康教育。很

多帕金森病人治疗过程中因缺乏正确疾病认知，因

此很多干预落实不畅，护理人员需做好疾病的全面

指导，讲述病因、治疗方式、治疗结果、注意事项

等，卧床休息的过程中需严格检查预防压疮，按时

更换体位减轻肌肉压力，以免长时间一侧休息。因

帕金森的致病原因较为复杂，所以治疗过程中需严

谨预防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指导患者完成肢体锻炼，

增加个人自主活动力，锻炼从易到难，指导患者完

成个人卫生、更易等生活训练，从开始的依赖护理

人员完成活动至之后的独立完成生活活动。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不良情绪评分（HAMD、HAMA）、

UPDRS 评分（帕金森综合评分量表）、MoCA 评分

（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PDQ-39 评分（39 项

目帕金森生活质量评价量表）、护理满意度。 
1.4 统计 
本次临床试验在 SPSS 23.0 系统中分析，数据

指标则以（x±s）、（n %）表示，使用 T 值、χ2

检验，结果表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 结果 
2.1 不良情绪评分 
常规组：HAMD（18.25±2.64）分、HAMA（20.00

±2.03）分；实验组：HAMD（12.21±1.61）分、

HAMA（13.25±1.94）分。可见实验组对象的不良

情绪评分明显更低，对比 T=12.354、15.204，P＜0.05。 
2.2 UPDRS 评分 
常规组治疗损害（18.31±2.42）分、思维障碍

（17.42±1.28）分、始动力（16.36±2.12）分、日

常卫生活动（16.24±0.85）分。实验组治疗损害

（10.10±1.30）分、思维障碍（12.50±0.54）分、

始动力（10.00±1.00）分、日常卫生活动（9.40±
0.70）分。可见实验组 UPDRS 评分更低，对比

T=18.902、22.398、17.160、39.287，P＜0.05。 
2.3 MoCA 评分 
表 1 中，实验组 MoCA 评分更高，P＜0.05。 
2.4 PDQ-39 评分 
常规组 PDQ-39（33.54±3.00）分、实验组

PDQ-39（27.21±2.60）分。可见实验组 PDQ-39 评

分更低，对比 T=10.085，P＜0.05。 
2.5 护理满意度 
常规组：非常满意 14 例、较满意 18 例、不满意

8 例，总满意度 80.00%。实验组：非常满意 16 例、

较满意 23 例、不满意 1 例，总满意度 97.50%。可见

实验组护理满意度更高，对比 χ2=6.134，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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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MoCA 评分比较表（ x ±s，分） 

组别 例数 空间执行力 注意力 语言能力 定向力 

常规组 40 3.70±1.30 4.10±0.50 3.00±1.80 5.20±1.20 

实验组 40 2.20±1.10 3.50±0.80 1.70±0.60 4.10±0.60 

T  5.571 4.022 4.333 5.185 

P  ＜0.05 

 
3 讨论 
帕金森作为慢性致残性综合征，患病后患者极

易发生情绪障碍和消极心理，逐渐影响着患者的康

复进程。有相关研究显示，我国老年人心理状况调

查中发现有约半数的对象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烦

躁等不良心理，对病人的神经功能恢复以及躯体功

能恢复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对此为降低患者情绪

累积诱导诸多并发症的发生，临床主张在治疗过程

中贯彻护理工作，让患者能够循序渐进恢复健康。

心理护理和健康教育工作在常规护理服务中扮演着

非常重要的角色，对于缓解疾病有良性影响，对患

者个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促进均非常理想[4-5]。

帕金森患者可积极减轻病情，而心理护理和健康教

育指导工作真正站在患者角度上开展机体维护，对

患者提高身心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都有决定性改变
[6]。心理护理下护理人员主动与患者建立交流，用

平等姿态给予患者关怀避免护患关系紧张，了解患

者个人困惑，诱导患者主动讲述个人真实感受，方

便为其解决问题提高个人疾病了解程度产生积极自

救意愿，帮助患者更加从容平稳的面对疾病并恢复

社会生活。健康教育中协同家属，让患者养成正确

的健康认知，包括正确服药、高质量自我管理等，

养成科学的生活习惯，提高对健康的标准把控有利

于预防各类并发症的发生[7-8]。强化健康教育和心理

指导，完美落实了治疗关键点，对帕金森护理和治

疗进行全面、整体、易理解的讲解普及，两种干预

手段结合帮助患者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结果可见，实验组不良情绪、UPDRS 评分、

PDQ-39 评分低于常规组；实验组 MoCA 评分、护

理满意度高于常规组，P＜0.05。 
综上所述，帕金森患者护理中，介入健康教育

联合心理护理的干预方案，更有利于提高治疗效果，

是一种理想的护理方法，医学价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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