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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护理在老年病护理中癿临床应用敁果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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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癿：探认舒适护理在老年病护理中癿临床应用敁果不价值。斱法：选叏 2018 年 1 月-2019 年 7 月入陊治疗老年病
癿患者 46例，根据丌同护理斱式，以随机分组癿斱式将患者分为对照组不观察组。对比 2组患者癿护理满意度不老年病复収
率。结果：观察组采用舒适护理后，不对照组相比，护理满意度明显优亍对照组，幵丏老年病复収率显著陈低，差建对比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通过采叏舒适护理对老年病迚行护理，可有敁陈低老年患者癿丌良心理情绪，在临床中应用敁
果显著，值徉在临床中推广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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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老年人身体各器官功能逐渐减弱，将出现一系列的慢
性病症，长此以往，将严重影响老年人的身体健康 [1]。这
就需要对老年病患者进行有效的护理，在舒适护理的出现后，
在护理手段上添加了一系列有效的护理方式，并且针对不同
患者制定出个性化的方案。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年 1月-2019年 7月入院治疗老年病的患者 46

例，以随机分组的方式将患者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患
者各 23例，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患者实施舒适
护理。对照组患者中，男 10例，女 13例，年龄为 65-80岁，
平均年龄为（73.35±4.5）岁；观察组患者中，男 15例，女
8例，年龄为 62-82岁，平均年龄为（75.15±4.15）岁。所
有患者中冠心病 21例，糖尿病 9例，脑卒中 6例，高脂血症
4 例，骨质疏松 6 例。对比 2 组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护理方法：根据患者入院疾病原因进行治疗与护
理。护理中，对患者进行常规的查房，并定期对病房进行消
毒，按照常规护理方法对老年病患者进行护理，并对患者的
饮食进行护理指导，对患者开展健康知识教育。 

观察组护理方法：在对照组护理的基础上，对老年患者
实行舒适护理，主要做法如下： 

（1）环境护理：对护理环境进行全面改进，并针对患者
的要求，尽量让患者感到舒适温馨。对患者房间的温度与湿
度进行合理设置，并进行定期开创通风，保持房内空气的新
鲜。为患者提供适当的文娱乐设施，增加老年文娱生活体验，
并帮助老年对运动时间以及阅读时间进行合理规划，制定科
学的作息时间； 

（2）饮食护理：根据不同患者的身体健康状况，为患者
制定不同的饮食方案，提高饮食的质量，帮助患者养成良好
的饮食习惯，确保患者饮食的营养均衡性； 

（3）心理护理：对患者实施心理护理干预，全面降低患
者出现的紧张、焦虑以及压抑的不良情绪，在进行护理时，
护理人员应该对患者的负面心理予以及时消除，通过耐心的
安抚与沟通，并且对患者普及舒适护理的优点，使患者勇敢
面对疾病，并且具有通过配合治疗能够早日康复的信心； 

（4）家属协助护理：随时与患者家人进行有效的沟通，
对双方的情绪进行及时疏导，可有效帮助患者与家属之间的
关系予以协调，使护理工作从患者至医院，都能够有一个积
极向上的状态，若有患者在护理期间提出不合理要求，应该
对其进行耐心疏导，以逐步引导患者融入正常的生活环境中，
并且逐渐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1.3 观察指标 

一个月后，对 2 组患者护理的满意度与老年病的复发率
进行评估。其中，满意度总分 100分，非常满意：90-100分；
满意：80-90分；基本满意：60-80分；不满意：60分以下，
60分以上达到护理满意率。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统计学软件 SPSS23.0 对所有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P>0.05为 2组患者差异对比无统计学意义；P<0.05为 2组患
者差异对比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 2组患者护理的满意度 

通过使用不同护理干预方法后，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
度明显高于对照组，2 组在护理满意度方面的差异具显著，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2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 

2.2 对比 2组患者老年病的复发率 

通过使用不同护理干预方法一个月后，对照组患者老年
病复发率为 52.17%，而观察组老年病复发率为 13.04%，观察
组的比例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对比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2. 

表 2 2组患者老年病复发情况对比 

3 讨论 

由于舒适护理所具有的个性化特点，不但有效针对疾病
本身，而且能够针对不同老年人的自身特点以及内心情绪进
行科学护理。舒适护理以患者为中心，全面为患者的身体与
情绪考量，在进行护理中，始终保持科学与专业的态度进行
干预。由于老年人各个器官以及其功能的退化，导致其身体
出现不同程度的疾病，从心理角度来看，老年人需要更多的
沟通，因此在护理中，更偏重与心理与精神层次的护理，通
过有效的疏导，让老年人感受到护理的舒适，并且舒缓了其
心情，在治疗中效果更加显著。能够有效提升护理的治疗与
临床效果，在临床中值得进一步研究与应用。 

参考文献 

[1]程敏.老年病护理中舒适护理的应用分析[J].糖尿病新世
界,2015,11(14):8-9. 

[2]丁华丽.心理干预在老年病护理中的保健功能研究[J].中
医临床研究,2015,7(16):132-134.

 

 n 非常满意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对照组 23 6（26.09） 9（39.13） 3（13.04） 5（21.74） 78.26% 

观察组 23 15（65.22） 5（21.74） 2（3.64） 1（4.35） 95.65% 

 n 1-3次 4-6次 超过 6次 无复发 复发率 

观察组 23 3（13.04） 0（0） 0（0） 20（86.96） 13.04% 

对照组 23 5（21.74） 3（13.04） 4（17.39） 11（47.83） 52.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