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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反馈治疗老年焦虑症的应用价值分析 
姜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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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在对老年焦虑症患者进行治疗的过程中进行生物反馈治疗的效果。方法 研究在本院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3 月所接诊的患者中抽选 100 例作为研究对象，结合组内盲选的方式，取其中 50 例，按照常规模式治疗，即对照组，余下患
者则需要进行生物反馈治疗，即观察组。对比两组患者在治疗前后心理状态改善情况、生活质量。结果 观察组患者通过相关
治疗后心理状态改善情况、生活质量均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 在对老年焦虑症患者进行治疗的过程中按照生物反馈疗法
进行治疗，可以有效保障对该部分患者的治疗效果，帮助患者恢复，使患者的心理状态得到有效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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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症属于精神类病症中最为常见的病症类型，在各个

年龄段均存在有一定的发生率，对患者健康所造成的影响较
大，其中老年患者所占绝的比例居高。在临床治疗的过程中，
为有效降低焦虑症对患者所造成的影响，更需要采取有效的
干预措施，使得患者尽快得到恢复

[1-2]
。将生物反馈疗法运用

到该部分患者治疗的过程中逐步在临床得到运用，本次研究
就主要对该疗法的具体效果进行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在本院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3 月所接诊的患者中

抽选 100 例作为研究对象，结合组内盲选的方式，取其中 50
例，按照常规模式治疗，即对照组，余下患者则需要进行生
物反馈治疗，即观察组。在患者组成方面，对照组中包括有
男性患者 24 例，女 26 例，年龄分布在 62—79 岁间，对应均
值为（69.28±1.37）。而观察组中则存在有男性患者 25 例，
女 15 例，年龄分布在 63—78 岁间，对应均值为（68.42±
1.48）。 

对比以上数据，P>0.05。 
1.2 方法 
在研究中对照组患者按照常规方式进行治疗，指导患者

使用曲舍林片进行治疗，单次服用 50mg，每日服用 2次。且
需要指导患者在恢复的过程中保持良好的心态，指导患者自
我进行放松，在日常生活中多做一些自己所喜欢的事情。而
观察组患者则需要进行生物反馈治疗。在进行治疗前，需指
导患者自我进行放松，保持仰卧位。于患者 Fp1 以及 Fp2 位
点处放置电极，结合患者的具体情况对电极参数进行设置与
调节。按照常规模式对患者的脑电活动进行采集，并展开生
物反馈训练，单次进行半小时，每日进行以此。两组患者需
持续治疗 2月。 

1.3 观察指标 
研究中对两组患者在治疗前后心理状态改善情况、生活

质量。 
1.4 统计学方法 
研究中和两组有关的数据都需要借助 SPSS19.0 进行处

理，按照百分数（%）对计数数据依从度进行表示，卡方检测，
而计量数据心理状态改善情况、生活质量、满意度则按照均
值±标准差表示，t检测，P<0.05 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心理状态改善情况 
在治疗前，观察组在 SDS、SAS 以及生活质量评分上和对

照组均无差异，P>0.05，而在治疗后，观察组各指标均明显
优于对照组，P<0.05，详见下表 1。 

表 1 两组治疗前后心理状态以及生活质量对比（分） 
SDS SAS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对照组 

T 

P 

50 

50 

- 

- 

69.73±1.28 

68.93±1.73 

1.028 

0.377 

52.25±1.57 

61.25±1.15 

11.728 

0.001 

70.62±1.64 

69.99±1.55 

1.142 

0.528 

51.36±1.41

59.43±1.05

15.152 

0.001 

2.2 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生活状态改善情况 
在本次研究中，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生活质量评分为

（85.86±1.71）分，对照组患者治疗后生活生活质量评分为
（73.52±1.45）分，观察组患者生活质量明显优于对照组，
P<0.05，详见下表 2。 

表 2 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生活状态改善情况（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对照组 

T 

P 

50 

50 

- 

- 

71.025±1.88 

69.63±1.42 

1.505 

0.441 

85.86±1.71 

73.52±1.45 

14.052 

0.001 

3 讨论 
焦虑症属于精神类病症中最为常见且发生率较高的类

型，对患者健康所造成的影响较大。焦虑症在临床上主要表
现为持续性紧张，存在无理由性担心、恐惧状态，在日常生
活中存在直接性或间接性的惊恐状态，存在反复发作的特点。
发生焦虑症的原因有很多种，主要源于生活、工作和心理状
态等。发生焦虑症是一种较为严重的心理障碍疾病，尤其是
针对老年患者而言，由于患者身体抵抗力、免疫力低下，在
日常生活中行动力缓慢等。且结合临床近几年的实际接诊情
况可以发现，在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下，焦虑症患者的数量正
以较快的速度在增加，对患者健康所造成的影响较大。就临
床治疗方式而言，用于该部分患者的治疗方式存在有多种，
以药物内服治疗为主

[3]
。在对应药物的作用下，虽然可以促

使患者焦虑症状在较短时间内得到改善，但在长期服用的过
程中容易促使患者出现不同程度的不良反应，降低治疗效果。 

以生物反馈疗法对该部分患者进行治疗逐步在临床得到
运用。结合对应电子仪器，可以促使患者有意识的对自述意
识以及机体活动进行调节，达到放松身心，促进恢复的作用。
从临床研究可知，患者的肌肉紧张程度和其焦虑症状的严重
程度保持正相关，在生物反馈疗法的作用下可以促使患者身
体最大程度得到放松，消除其肌肉的紧张程度，对于改善患
者的焦虑情绪存在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4]
。 

总之，在对老年焦虑症患者进行治疗的过程中可以优先
进行生物反馈治疗，加快患者的恢复速度，降低病症对患者
所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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