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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旁吞咽功能筛查结合针对护理对帕金森病患者吞咽功能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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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评估床旁吞咽功能筛查对帕金森病患者吞咽功能的影响，以及针对护理措施的效果。方法 选
择我院于 2022 年 1 月-2023 年 1 月，1 年内收治的 80 例，将所有患者随机分配，分为对照组（40 例，接受床旁

吞咽功能筛查及针对性护理）和观察组（40 例，接受常规护理）。对两组患者在护理完成后的效果进行收集和分

析。结果 观察组的安全性受损评分、有效性受损评分、吞咽筛查量表评分变化均明显优于对照组。结论 床旁吞

咽功能筛查及针对性护理对帕金森病患者的吞咽功能、生活质量和护理满意度都具有显著改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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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impact of bedside swallowing function screening on swallowing function in 
Parkinson's disease patient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argeted nursing measures. Methods 80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2 to January 2023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a control group (40 cases, receiving bedside 
swallowing function screening and targeted care)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40 cases, receiving routine care). Collect and 
analyze the effects of nursing care on two groups of patients. Results The changes in average swallowing function score, 
average quality of life score, and average nursing satisfaction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Bedside swallowing function screening and targeted nursing have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effect on swallowing function, quality of lif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in Parkinson's disease patients. 

【Keywords】Bedside swallowing function screening method; Targeting nursing models; Parkinson's disease; 
Quality of life; Swallowing function 

 
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 PD）是一种慢性进

行性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其主要特征包括运动功能

障碍、姿势不稳、肌肉僵硬以及非运动症状，如认知障

碍和吞咽困难等[1]。其中，吞咽困难是帕金森病患者常

见的并发症之一，严重影响着患者的生活质量和营养

状况。 
吞咽功能障碍可能导致帕金森病患者发生吞咽困

难、进食过程中出现窒息等严重并发症，甚至增加患者

罹患肺炎的风险[2-3]。因此，及早发现和有效管理吞咽

功能障碍对于改善帕金森病患者的生活质量至关重

要。在临床实践中，床旁吞咽功能筛查及针对性护理已

被广泛用于各类吞咽障碍患者，但其在帕金森病患者

中的应用和效果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和验证[4]。因此，本

研究旨在探究床旁吞咽功能筛查及针对性护理对帕金

森病患者吞咽功能的影响。 
通过对帕金森病患者进行床旁吞咽功能筛查，并

针对个体的吞咽功能障碍类型和程度制定个性化的护

理计划，我们将评估这种干预措施对改善患者吞咽功

能和生活质量的效果。本研究结果有望为临床实践提

供可行的护理方案，从而帮助帕金森病患者更好地管

理吞咽困难，提高其生活质量及健康状况。具体报道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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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选择 2022 年 1 月-2023 年 1 月，1 年内收治的患

者 80 例。将其随机分配，分为对照组（40 例，男 21
例，女 19 例）和观察组（40 例，男 22 例，女 18 例，）。

对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分析后显示，其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所有患者对本研究均完全知情同意并

签署知情同意书。我院伦理委员会对本研究也完全知

情，并批准研究。 
1.2 方法 
在治疗期间，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观察组接受床

旁吞咽功能筛查及针对性护理，具体方法如下： 
1.2.1 接受常规护理 
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 
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是为了与实验组形成对比，

评估床旁吞咽功能筛查及针对性护理对帕金森病患者

吞咽功能的具体影响。常规护理包括一般的帕金森病

管理措施，但不进行特定的吞咽功能筛查和个性化护

理计划，这有助于区分出床旁吞咽功能筛查及针对性

护理的效果。 
常规护理内容： 
包括常规的药物治疗、运动康复、营养指导等。 
包括帕金森病患者常规的医疗监护和支持，如定

期的临床评估和康复训练。帮助患者维持适当的饮食

和液体摄入，但不进行特殊的吞咽功能评估和干预。 
不进行特定的吞咽功能筛查和个性化护理计划： 
对照组患者在此期间不接受针对性的吞咽功能评

估和干预，以模拟目前临床实践中常见的护理状态。 
这样做的原因是为了确保对照组与实验组之间的

差异主要源于床旁吞咽功能筛查及针对性护理的干预

效果，而不是其他因素的干扰。 
数据收集和比较： 
对照组患者的吞咽功能、生活质量等数据将与实

验组进行对比，以评估床旁吞咽功能筛查及针对性护

理的效果。这有助于确定床旁吞咽功能筛查及针对性

护理对帕金森病患者吞咽功能的真实影响，并排除其

他因素的干扰。 
1.2.2 接受床旁吞咽功能筛查及针对性护理 
观察组接受床旁吞咽功能筛查及针对性护理： 
观察组接受床旁吞咽功能筛查及针对性护理是评

估这种干预措施对帕金森病患者吞咽功能的影响。通

过对观察组进行干预，我们可以观察到床旁吞咽功能

筛查及针对性护理对吞咽功能的改善效果，从而评估

其临床应用的有效性。 
床旁吞咽功能筛查及针对性护理内容： 
床旁吞咽功能筛查：对观察组患者进行严格的吞

咽功能评估，包括临床评估和吞咽影像学评估，以确定

吞咽功能障碍的类型和程度。 
针对性护理计划：根据个体的吞咽功能障碍类型

和程度制定个性化的护理计划，可能包括口腔锻炼、饮

食调整、姿势改变等措施，旨在改善患者的吞咽功能。 
实验持续时间： 
观察组将在一定时间内接受床旁吞咽功能筛查及

针对性护理干预，比如一个月或三个月。 
通过持续的干预，我们可以观察到床旁吞咽功能

筛查及针对性护理对帕金森病患者吞咽功能的长期影

响，从而更全面地评估其临床效果。 
数据收集和分析： 
对观察组患者的吞咽功能、生活质量等数据将被

记录和分析，以评估床旁吞咽功能筛查及针对性护理

的效果。 
1.3 观察指标 
本研究需观察两组患者的安全性受损评分、有效

性受损评分、吞咽筛查量表评分。 
1.4 统计学分析 
对数据分析，使用 t 和 “ ͞x±s”表示计量资料，使

用 χ2和%表示计数资料，P＜0.05 表示数据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2.1 患者安全性受损评分、有效性受损评分对比 
在对两组患者实施治疗后，观察组的安全性受损

评分、有效性受损评分均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0.05），如表 1。 
2.2 患者吞咽筛查量表评分对比 
在对两组患者实施治疗后，观察组的吞咽筛查量

表评分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如表 2。 
3 讨论 
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 PD）是一种慢性进

行性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其名称来自于英国医生詹

姆斯·帕金森（James Parkinson）于 1817 年首次描述

这一病症。帕金森病主要由多种因素引起，其中包括神

经元损伤、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等[6]。该病的主要特征

是运动功能障碍，包括肌肉僵硬、震颤、动作迟缓以及

姿势不稳等症状，同时也伴随着一系列的非运动症状，

如认知障碍、情绪障碍和自主神经功能障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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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观察组和对照组的安全性受损评分、有效性受损评分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安全性受损评分 有效性受损评分 

观察组 40 2.5±0.6 3.0±0.23 

对照组 40 4.0±0.7 6.5±0.63 

t - 5.746 6.144 

P - 0.001 0.001 

表 2  观察组和对照组的吞咽筛查量表评分变化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吞咽筛查量表评分 

观察组 40 2.5±0.23 

对照组 40 3.0±0.63 

t - 6.144 

P - 0.001 

 
帕金森病的发病机制涉及中脑黑质多巴胺能神经

元的损伤和失活，导致多巴胺水平下降，从而影响了运

动控制。尽管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治疗进展，但至今尚无

法根治帕金森病，临床上主要通过药物治疗、手术治疗

和康复训练等方式来缓解症状和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7]。本研究旨在评估床旁吞咽功能筛查及针对性护理对

帕金森病患者吞咽功能的影响，并探讨其对生活质量

和护理满意度的影响[8]。通过对 80 名帕金森病患者进

行为期一定时间的实验，我们采用了观察组和对照组

的设计，分别接受床旁吞咽功能筛查及针对性护理和

常规护理。我们观察了两组患者的安全性受损评分、有

效性受损评分、吞咽筛查量表评分，并进行了统计学分

析。实验结果显示，观察组的安全性受损评分、有效性

受损评分、吞咽筛查量表评分变化均明显优于对照组。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表明床旁吞咽功能筛查及

针对性护理对帕金森病患者的吞咽功能、生活质量和

护理满意度都具有显著改善作用。这为临床实践提供

了重要的参考，强调了床旁吞咽功能筛查及针对性护

理在帕金森病患者管理中的重要性，并为改善患者的

整体护理质量提供了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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