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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结合认知行为护理应用于老年慢性病患者中的价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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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分析心理护理结合认知行为护理应用于老年慢性病患者中的价值。方法 选择我院 2021
年 3 月至 2023 年 10 月期间收治的 60 例老年慢性病患者，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研究组、对照组，各 30 例。两组患

者均接受慢性病常规护理，研究组同时实施心理护理结合认知行为护理，持续干预 6 个月，就两组患者慢性病控

制效果、心理状况、生活质量等进行评定对比。结果 护理 6 个月后，研究组患者病情控制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

SAS、SDS 评分低于对照组，WHOQOL-BREF 各领域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对
老年慢性病患者开展心理护理结合认知行为护理干预，可以提升患者慢性病控制效果，同时改善焦虑、抑郁等负

性心理，提升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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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and analyze the value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combined with cognitive behavioral 
nursing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ronic diseases. Methods 60 patients with chronic diseases in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21 to October 2023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study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ith 30 cases in each group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Patients in both groups received routine care for chronic diseases. The research group simultaneously 
implemented psychological nursing combined with cognitive behavioral nursing and continued intervention for 6 months, 
and evaluated and compared the chronic disease control effect, psychological status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6 months of nursing,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disease control in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scores of SAS and SDS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scores of 
WHOQOL-BREF in various field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 0.05). 
Conclusion Psychological nursing combined with cognitive behavioral nursing intervention for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ronic diseases can improve the control effect of chronic diseases, improve the negative psychology such a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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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病是进入本世纪以来最为常见的病变类型，

以慢性代谢性疾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慢性心血管疾

病等为主，疾病谱转变背景下，慢性病在老年人群中日

趋常见，已成为影响影响老年人群健康状况、生命质量

https://ijnr.oajrc.org/


曲彬，余涵轩，肖紫玲，王斌                           心理护理结合认知行为护理应用于老年慢性病患者中的价值研究 

- 118 - 

的主要健康问题[1-2]。慢性病的主要特点包括病情呈缓

慢发展、难以治愈等，病情控制不佳者继发各类并发症

的风险较高，这也是慢性病具有较高致残率、致死率的

主要原因[3-4]。老年慢性病患者病情控制效果与日常行

为习惯、心理状况等密切相关[5]，为此我院近年来对部

分患者实施了心理护理结合认知行为护理干预，旨在

通过纠正患者行为习惯、改善心理压力等，协同促进病

情的控制。本研究结合部分老年慢性病患者资料，就心

理护理结合认知行为护理的应用价值进行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 2021 年 3 月至 2023 年 10 月期间收治的

60 例老年慢性病患者，纳入标准：符合慢性病诊断标

准，且年龄在 60 岁以上者；于我院接受系统化治疗且

病例资料完整者；未合并慢性病并发症；精神状况、认

知水平正常者。排除标准：合并心脑血管病变史如心肌

梗死、脑卒中等；治疗配合度较差；合并其他脏器损害

者；恶性病变者；运动、言语、吞咽等功能障碍者；合

并严重营养损害或贫血者。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研究组、

对照组，各 30 例，研究组男女各 18 例、12 例，年龄

63~79（68.61±4.39）岁，慢性病病程 6~15（11.16±
3.95）年，对照组男女各 16 例、14 例，年龄 62~80（67.90
±4.51）岁，慢性病病程 6~14（11.51±4.22）年，组间

资料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接受慢性病常规护理，主要包括遵医

嘱用药指导、疾病宣教、定期复诊指导等，同时结合患

者病情交代日常饮食、活动等方面的注意事项。研究组

同时实施心理护理结合认知行为护理，持续干预 6 个

月，具体如下： 
（1）心理护理：在定期复诊中，通过一对一沟通，

了解患者情绪状况、心理压力来源等。结合患者实际心

理状况开展心理护理，对自身病情存在担忧、恐惧情绪

者，通过分享相似的预后良好病例情况、邀请相关病例

现身说法等方式，增强患者对治疗及预后的信心。存在

烦躁不安情绪者，指导患者进行缩唇呼吸、深呼吸训练。

存在焦虑、失眠等情况者，加强言语疏导，同时指导患

者参与适量户外活动或文娱活动，放松心情。同时联合

患者家属，嘱家属日常多陪伴患者，主动关怀患者，让

患者感受到家属的支持。 
（2）认知行为护理：结合患者文化背景、认知水

平等，选择简单易懂的语言围绕慢性病及日常生活行

为注意事项等进行健康教育，配合播放相应的科普视

频，加深患者对自身病情的了解。结合患者病情、既往

行为习惯等，指出患者存在的不当行为，如吸烟、作息

不规律、运动量不足、用药依从性不高、饮食不规范等。

结合患者具体情况，实施一对一指导，向患者讲解不健

康行为的危害，同时在定期复诊、线上随访中，引导患

者逐步调整不良行为习惯，按需为患者制定饮食方案、

运动方案及生活作息计划等。 
1.3 观察指标 
1.3.1 慢性病控制效果评定：护理前、护理 6 个月

后，进行每位老年慢性病患者相关检查指标与症状体

征的评估，慢性病相关指标改善 20％及以上，症状体

征基本消失为显效，检查指标改善 1~＜20％，症状体

征明显好转为有效，否则为无效。 
1.3.2 心理状况评定：护理前、护理 6 个月后采用

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定患

者焦虑、抑郁等心理状况，SAS＞50 分，SDS＞53 分

提示存在相应负性心理，分值越高越严重。 
1.3.3 生活质量评定：护理 6 个月后采用世界卫生

组织生存质量测定量表简表（WHOQOL-BREF）评定

患者生活质量，包含生理、心理、社会关系、环境等领

域，各领域分值均为 0~100 分，评分越高生活质量越

高。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3.0 统计学软件处理，计量资料用

（ sx ± ）表示，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用百分比

表示，比较采用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2 结果 
2.1 两组老年慢性病患者控制效果对比：见表 1。 
2.2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心理状况对比：见表 2。 
2.3 两组患者护理后生活质量对比：见表 3。 

表 1  两组老年慢性病患者控制效果对比（例％）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研究组/30 15（50.00） 13（43.33） 2（6.67） 28（93.33） 
对照组/30 10（33.33） 12（40.00） 8（26.67） 22（73.33） 

χ2    4.320 
P    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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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心理状况对比（ x s± ） 

组别 
SAS（分） SDS（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30 58.42±4.42 43.29±3.98＊ 57.49±4.20 42.12±4.03＊ 

对照组/30 57.90±4.30 48.49±4.51＊ 57.71±4.54 47.95±3.84＊ 

t 0.462 4.735 0.195 5.736 

P 0.646 ＜0.001 0.846 ＜0.001 

注：与护理前相比，＊P＜0.05 

表 3  两组患者护理后生活质量对比（ x s± ） 

组别 生理领域 心理领域 社会关系领域 环境领域 

研究组/30 81.84±5.49 83.51±3.41 84.82±3.42 82.94±4.39 

对照组/30 73.40±4.94 74.80±4.64 77.12±4.23 72.34±5.42 

t 6.259 8.285 7.753 8.324 

P ＜0.001 ＜0.001 ＜0.001 ＜0.001 

 
3 讨论 
慢性病的高发背景下，医学领域对本病的重视度

逐步提高，以糖尿病、高血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为

首的各类慢性病已成为威胁中老年人群健康及生命安

全的主要问题[6-7]，以老年群体为甚，而慢性病的控制

效果极大程度受到个体化差异的影响，通过有效的护

理干预措施缩小个体化差异是护理研究的主要议题。

本研究分析了心理护理结合认知行为护理应用于老年

慢性病患者中的价值，结果显示护理 6 个月后，研究

组患者病情控制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SAS、SDS 评分

低于对照组，WHOQOL-BREF 各领域评分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这一结果表明该护理

模式有利于提升病情控制效果，改善患者心理状况与

生活质量。老年慢性病患者受自身病情影响，身心负荷

较大[8]，多元化的心理护理能够有效缓解患者心理压力，

调整心理状态，从而以更为积极的状态面对自身病情。

认知行为护理的目的是提升患者认知水平，改善行为

习惯，通过一对一的护理指导，可以逐步提升患者对自

身病情的认识，了解自身存在的不当行为及危害[9]，进

而实施行为管理，可以保障患者依从性，提升患者饮食、

活动等方面行为的合理性。 
综上所述，心理护理结合认知行为护理应用于老

年慢性病患者中在提升慢性病控制效果、改善患者负

性心理、提升生活质量方面的价值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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