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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束化护理干预在帕金森病性痴呆患者中的护理效果及对预后的影响分析 

刘 杨，卢 璨，朱 蕾*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江苏徐州 

【摘要】目的 分析帕金森病性痴呆患者中施行集束化护理干预的效果。方法 抽取 2022 年 2 月-2023 年 2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 64 例帕金森病性痴呆患者为本次研究对象。采取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即为实验组、参

考组，其中参考组给予常规护理，实验组给予集束化护理干预。每组各有 32 例。评价 2 组护理效果。结果 两组

护理有效率比较，实验组显高（P＜0.05）。两组深静脉血栓发生率比较，实验组显低（P＜0.05）。两组住院时

间、下床时间比较，实验组显短（P＜0.05）。结论 帕金森病性痴呆患者中施行集束化护理能够提升患者的护理

效果，减少深静脉血栓发生，缩短其住院时间及下床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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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nursing effect of cluster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patients with Parkinson's disease dementia 

and its impact on pro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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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cluster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patients with Parkinson's disease 
dementia. Methods A total of 64 patients with Parkinson's disease dementia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22 
to February 2023 were selected as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Using a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namely,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reference group. The reference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 care,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given cluster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re are 32 cases in each group. Evaluate the nursing 
effect of the two groups.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two groups, the nursing effective rat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P<0.05). The incidence of deep vein thrombosi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compared to the two groups (P<0.05). Compared with the two groups, the hospitalization time and the time to get out of 
bed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shorter (P<0.05).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cluster nursing in 
patients with Parkinson's disease dementia can improve the nursing effectiveness of patients,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deep 
vein thrombosis, and shorten their hospital stay and bedtime. 

【Keywords】Parkinson's disease dementia; Cluster nursing; Nursing effectiveness; Deep vein thrombosis; Length 
of stay; Time to get out of bed 

 
帕金森病性痴呆多见于中老年人群，其临床症状

以运动减少、肌强直、震颤以及姿势调节功能障碍为主，

这些症状可对患者的身体健康和生活产生较大的影响。

临床上采取的常规护理即便可对患者的护理需求予以

一定的满足，但在护理中并没有顾及到每个患者的实

际情况，以致于护理针对性不强，影响总体的护理质量。

集束化护理属于临床上最近几年应用的新型护理模式，

此种护理方法能够帮助患者康复。为此，抽取 2022 年

2 月-2023 年 2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 64 例帕金森病性

痴呆患者为本次研究对象。分析帕金森病性痴呆患者

中施行集束化护理干预的效果。结果详见下文。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础资料 
抽取 2022 年 2 月-2023 年 2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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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例帕金森病性痴呆患者为本次研究对象。采取随机

数字表法分为两组，即为实验组、参考组，其中参考组

给予常规护理，实验组给予集束化护理干预。每组各有

32 例。上述患者经相关诊断后符合帕金森病性痴呆诊

断标准，其基础资料完整，经向其及家属说明本研究意

义后，能够积极主动参与本研究中。将存在器官严重性

疾病，精神疾病者，以及因其他因素无法配合本次研究

者予以排除。其中参考组男、女例数分别为 18 例、14
例，年龄 63-83 岁，均值范围（74.54±4.32）岁。实验

组男、女例数分别为 17 例、15 例，年龄 64-81 岁，均值

范围（74.56±4.58）岁。两组资料比较差异较小（P＞0.05）。 
1.2 方法 
（1）参考组 
本组施行常规护理，给予患者及家属讲解疾病相

关知识，例如病因、症状、治疗方法及护理方法等，同

时给予其日常护理、饮食护理等干预。 
（2）实验组 
本组采取集束化护理。方法详见下文： 
①组建集束化护理小组：结合本院的情况，建立以

护士长为组长的集束化护理小组，其中有 3 名护理人

员。在实施之前组长为小组成员进行集束化护理培训，

确保每个小组成员都能够充分了解护理目的，掌握护

理方法以及护理注意事项等，确保其能够为患者顺利

完成护理干预。 
②心理评估：帕金森病性痴呆常在中老年人群发

生，当期患病后，其心理可出现负面情况，为此护理人

员应对患者的沟通予以强化，对其心理进行评估，按照

评估结果给予患者采取相应的心理干预，给予其鼓励

和支持，为其播放音乐等方式消除其负面情绪，失去处

于积极乐观的心态，使其积极配合相关治疗。 
③健康教育：在患者入院后积极为其讲解医院的

环境、医护人员等情况，使其能够对医院有一定的了解，

消除其陌生感。同时为患者讲解疾病的发生原因、相关

症状、治疗方法、护理方法及相关注意事项等，并按照

患者的理解程度及文化水平采取相应的教育方法。例

如对于理解能力差、文化水平低的患者采取简单易懂

的方式，以便患者能够较好的理解。促使其掌握相关知

识，提升其治疗依从性。 
④运动护理干预：帕金森病性痴呆患者起病后，多

合并有程度不等的认知和肢体功能障碍。所以，在入院

时根据患者的康复情况给予其运动指导，以采取散步、

保健操等形式进行锻炼。以起到改善其肢体功能，促进

其康复的效果。 

⑤出院后护理：在患者满足出院标准后，给予其出

院指导，主要为饮食、用药、生活等方面。同时加强随

访，嘱咐患者定期来院复查。 
1.3 效果标准 
（1）护理有效率 
评价两组护理效果，其中患者症状明显改善为显

效，患者症状改善理想为有效，患者症状无任何改善为

无效。计算方法：（显效+有效）/总例数×100%。 
（2）深静脉血栓发生率 
观察两组深静脉血栓发生情况，并计算出发生率。 
（3）住院时间、下床时间 
观察记录两组住院时间及下床时间。 
1.4 统计学方法 
研究所得到的数据均采用 SPSS 23.0 软件进行处

理。（ x ±s）用于表示计量资料，用 t 检验；（%）用

于表示计数资料，用（χ2）检验。当所计算出的 P＜0.05
时则提示进行对比的对象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2 结果 
2.1 护理有效率 
表 1 显示，实验组及参考组护理有效率为 93.75%、

65.63%，两组护理有效率比较，实验组显高（P＜0.05）。 
2.2 深静脉血栓发生率 
实验组深静脉血栓发生率为 6.25%（2/32）；参考

组深静脉血栓发生率为 28.13%（9/32）。χ2 检验值：

（χ2=5.379，P=0.020）。两组深静脉血栓发生率比较，

实验组显低（P＜0.05）。 
2.3 住院时间、下床时间 
表 2 显示，两组住院时间、下床时间比较，实验组

显短（P＜0.05）。 
3 讨论 
帕金森病属于中老年人群较为多发的疾病，此病

属于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变性疾病，能够散在起病，同

时能够家族遗传起病。此病主要体现为运动减少、肌强

直、震颤及姿势调节障碍等。帕金森综合征和帕金森病

有一定的区别，其症状可与帕金森病类似，其主要在病

因方面上存在不同，任何直接、间接对多巴胺予以破坏，

都能够导致帕金森综合征。这些症状可对患者的身体

健康和生活产生较大的影响。为此需要对患者采取一

种有效的方法。集束化护理就是将一系列被循证医学

所公认的治疗措施和护理措施汇集起来以应对某一临

床疾病，这种护理旨在为医护人员提供医疗和护理服

务所需的参考依据，从而对患者的需要予以满足，提升

其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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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护理有效率[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护理有效

 实验组 32 21
 

9
 

2
 

93.75%
 参考组 32 14

 
7

 
11

 
65.63%

 χ2 - 3.089 0.333 7.819 7.819 

P - 0.079 0.564 0.005 0.005 

表 2  住院时间、下床时间（ sx ± ） 

组别 例数 住院时间（天） 下床时间（天） 

实验组 32 8.76±1.23 2.15±0.45 

参考组 32 14.32±1.31 3.57±0.56 

t - 17.503 11.181 

P - 0.001 0.001 

 
本次研究中采取的集束化护理，分别从心理评估、

健康教育、运动护理干预及出院后护理上。研究结果显

示，实验组及参考组护理有效率为 93.75%、65.63%，

两组护理有效率比较，实验组显高（P＜0.05）。实验

组及参考组深静脉血栓发生率为 6.25%、28.13%，两组

深静脉血栓发生率比较，实验组显低（P＜0.05）。两

组住院时间、下床时间比较，实验组显短（P＜0.05）。
提示集束化护理的效果相比较常规护理更好。 

综上所述，帕金森病性痴呆患者中施行集束化护

理能够提升患者的护理效果，减少深静脉血栓发生，缩

短其住院时间及下床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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