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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衰弱病人吞咽障碍的针对性护理研究 

成曼曼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〇医院干部病房  云南昆明 

【摘要】目的 研究在有吞咽障碍的老年衰弱病人护理中应用针对性护理方式起到的效果。方法 选取 2021
年 10 月至 2022 年 10 月期间本院收治的 62 例吞咽障碍老年衰弱患者为观察对象，将这 62 例患者随机分为对照

组和观察组，对照组的患者实施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的患者实施针对性护理干预，通过对两组患者吞咽功能评

分对比来了解不同护理方式起到的护理效果。结果 应用针对性护理干预方式的观察组患者吞咽功能障碍恢复情

况优于对照组，患者护理过程中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 在患有吞咽障碍的老年衰弱患者护

理中应用针对性护理干预方式能够实现患者吞咽障碍的有效改善，也能从护理质量保障中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

因此值得在临床实践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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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argeted nursing of dysphagia in senile patients 

Manman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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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targeted nursing in the nursing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dysphagia. 
Methods Sixty-two cases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dysphagia disorder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21 to 
October 2022 were selected as observation objects, and the 62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targeted nursing intervention. By comparing the swallowing function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the nursing effects of different nursing methods were understood. Results The recovery of dysphagia dysfunc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in the nursing process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targeted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the 
nursing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dysphagia disorder can achieve effective improvement of patients with dysphagia 
disorder, but also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from the quality of nursing care, so it is worthy of application 
in cli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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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吞咽障碍作为一种临床综合征常在老年人群中出

现，这是由于老年患者在年龄不断增长的情况下身体

机能免疫力以及各个器官功能都在逐渐的降低，所以

在身体素质不断下降的同时患者体内平衡能力不足就

会引起吞咽障碍发生。患者患有吞咽障碍时会对其正

常饮食产生严重影响，当老年衰弱患者摄入营养不足

时就会引起肺炎、脱水等问题，由此会严重威胁患者

的生命安全。基于此，为了提升老年衰弱吞咽障碍病

人生活质量，就必须从有效护理中改善患者的身体症

状。以往常规护理方式的应用具有统一性和固定性，

所以对患者吞咽障碍改善效果缓慢，护理中患者也会

出现多种并发症，因此存在多种不足。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随机选取 2021 年 10 月至 2022 年 10 月

在本院收治吞咽障碍老年衰弱患者 62 例。对照组和观

察组各 31 例。对照组中有男性患者 15 例，女性患者

16 例，患者年龄 71~95 岁，平均年龄（83.4±2.3）岁。

观察组中有男性患者 14 例，女性患者 17 例，患者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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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 70~93 岁，平均年龄在（82.5±3.1）岁。两组患者

均存在吞咽功能障碍症状，患者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

也并无精神方面的疾病，患者年龄、性别、疾病类型

等基本资料并无统计学意义（P＞0.05），本次研究具

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应用常规护理方式，主要护理内容就

是在患者饮食之前将床头适当的抬高，通过体位的调

整来提升患者进食量。为了提升患者的吞咽功能，日

常生活中护理人员也应该指导患者进行口腔锻炼，可

以进行咀嚼锻炼和舔勺子锻炼等方式，为了避免意外

情况发生，要严格的控制患者锻炼时间。 
观察组患者应用针对性护理干预方式，护理工作

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1）健康教育 
为了保障多种护理工作的有效实施，首先应该做

好患者健康教育工作，从健康教育中提升患者的护理

配合度。由于出现吞咽障碍的老年衰弱患者年龄较大，

这类患者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所以在教育时应该采

用图片讲解或者播放视频的方式，以此能够让患者直

观的了解吞咽功能障碍对自身的影响，也能让患者了

解多种护理方式。当患者的护理配合度得到提升时就

能保障后续护理工作的顺利实施。 
（2）心理干预 
出现吞咽障碍的老年衰弱患者生活质量会受到严

重影响，所以在多种因素影响下患者也会出现较多的

不良情绪，这些不良情绪的出现不但会影响患者疾病

改善效果，也会提升多种并发症发生。基于此，应该

做好患者的心理护理工作，这就要求相应的护理人员

应该加强和患者的沟通交流，从交流中引导患者说出

自己的疑问，之后再给予患者有针对性的解答。其次，

护理人员也能向患者讲解一些治疗成功的案例，以此

能够让患者以积极的心态接受护理。 
（3）吞咽功能干预 
吞咽障碍症状的出现影响患者的正常饮食，因此，

为了实现患者疾病的有效改善，应该根据患者实际情

况制定护理方式。如果老年衰弱患者功能障碍较强，

这种情况下只需要合理调整患者的饮食结构即可，并

在饮食完成后做好患者的口腔清理。如果老年衰弱患

者功能障碍疾病较为严重，这种情况下可以将患者的

床头适当抬高，之后为患者播放一些轻缓的音乐，以

此能够从舒适环境营造中让患者放松心情的进食。由

于功能障碍会影响患者的进食，因此为了提升患者的

进食量应该先让患者食用一些流食，如果食用的食物

硬度较高，这种情况下可以用牛奶将食物泡软之后再

让患者食用。由于患者疾病治疗过程中身体症状会有

所缓解，这种情况下为了实现患者吞咽功能提升，需

要根据患者疾病改善情况来调整流食的粘稠度。 
如果老年衰弱患者吞咽功能障碍较为严重，这种

情况下需要用小勺少量缓慢的喂食流质食物，患者饮

食过程中应该严格的控制饮食速度、饮食量以及食物

的性状和温度。当患者的疾病得到适当改善时，该情

况下护理人员应该根据患者身体情况为其制定吞咽训

练方案，吞咽训练难度应该循序渐进的提升，以此能

从有效锻炼中提升起患者的吞咽功能[1-3]。 
1.3 观察指标 
（1）以两组患者护理后吞咽功能障碍恢复情况为

观察指标，研究指标有吞咽功能障碍评分和日进食量

等，评分越高说明护理方式起到的效果越好。 
（2）以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为观察指标，研究

指标有吸入性肺炎、电解质紊乱、脱水等几种，并发

症发生率越低说明护理方式起到的护理效果越好。 
1.4 统计学处理 
本次研究主要采用 SPSS20.0 作为统计学处理工

具，实验中的主要内容有计数资料和计量资料两种，

其中的计数资料以例数（n）和百分数（%）表示，采

用 χ2 检验，实验中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

示，采用“t”检验，如果实验最后得出的数据“P＜
0.05”则表示为数据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后吞咽障碍恢复情况对比 
应用针对性护理干预方式的观察组患者吞咽功能

障碍评分以及日进食量等均高于对照组（P＜0.05），

详情见表 1。 
2.2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对比 
应用针对性护理干预方式的观察组患者出现吸入

性肺炎、电解质紊乱和脱水等并发症发生率为 3.22%，

对照组为 16.12%，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详情见表 2。 

3 讨论 
当前社会发展中，随着老龄化进程的不断提升和

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患有功能障碍的老年衰弱

患者人数越来越多。老年患者在年龄不断增长的情况

下由于身体素质的降低本身就容易患有多种慢性疾

病，而为了降低老年患者多种疾病发生，就必须根据

老年患者实际身体情况适当的调整饮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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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者护理后吞咽障碍恢复情况对比（x±s） 

组别 例数 吞咽功能障碍评分 日进食量 

对照组 31 2.13±1.34 4.62±2.98 

观察组 31 4.69±1.97 6.99±3.14 

t 值  10.034 11.914 

P 值  ＜0.05 ＜0.05 

表 2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对比（n/%） 

组别 例数 吸入性肺炎 电解质紊乱 脱水 发生率 

对照组 31 2 1 2 16.12% 

观察组 31 1 0 0 3.22% 

χ2 值     11.074 

P 值     ＜0.05 

 
以此从合理饮食中保障患者饮食满足自身营养需

求。当患者的营养能够跟上时就能实现机体免疫力的

提升，以此就会降低多种疾病发生率。而吞咽障碍疾

病的出现会对患者的正常饮食产生影响，在疾病影响

下患者的进食量会逐渐降低，而一些患者只能食用些

流食，以此会导致患者身体营养急剧下降。这种情况

下如果不对患者进行有效护理，不但会降低患者生活

质量，在疾病严重的情况下也会导致患者出现电解质

紊乱、肺炎等不良症状。所以，为了保障患者的生命

健康，就必须从有效护理中提升患者的吞咽功能[4-6]。 
吞咽功能障碍简单来说就是患者在食用固体类或

者液体类食物时，食物从口腔传至胃内该过程中出现

障碍或者延迟的情况，这种症状在严重的情况下会导

致患者出现营养不良和吸入性肺炎等多种疾病的出

现，所以改善老年衰弱患者吞咽功能障碍有着极为重

要的意义。以往为老年衰弱患者实施的常规护理工作

只是根据患者出现的症状进行疾病护理，这种护理工

作无法满足患者的多种需求，起到改善患者吞咽功能

的效率也较低。而针对性护理方式应用中会先对患者

疾病程度进行评估，之后根据评估的结果为患者制定

科学性和针对性的护理方案。护理中不但会进行心理

护理和健康教育，也会将患者的疾病程度分为轻度、

中度和重度，并对疾病程度不同的患者实施不同的护

理[7,8]。 
综上所述，在老年衰弱病人吞咽障碍护理中应用

针对性护理干预方式能够实现患者吞咽功能的有效提

升，也能降低多种并发症发生，因此值得在临床实践

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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