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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护理干预在老年病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王本芳　章慧

绵阳市中医医院　四川绵阳　621000

摘　要：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老年病患者的护理需求日益增长。传统护理模式难以满足老年患者的个体化需求，而个

性化护理干预能够针对患者的生理、心理及社会需求制定针对性护理方案，从而提高护理质量和患者生活质量。本文探讨

个性化护理干预在老年病患者中的应用效果，分析其在提升患者自理能力、改善心理健康、减少并发症及提高护理满意度

等方面的作用。研究表明，个性化护理干预能够显著改善老年病患者的健康状况，增强医患沟通，提高护理工作的精准性

和有效性，为老年护理提供科学依据和实践指导。

关键词：个性化护理干预；老年病；护理效果；生活质量；护理满意度

随着社会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年病的发病率逐年上

升，常见的老年病如高血压、糖尿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骨关节疾病等给患者的生活质量带来了严重影响。老年患者

由于生理机能衰退、慢性病缠身、心理脆弱等特点，对护理

服务的需求更加精细化和个性化。然而，传统护理模式往往

采用固定的护理流程，难以满足老年患者的个体需求，导致

护理效果不佳，甚至影响患者的康复进程。个性化护理干

预是一种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模式，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

心理状态、生活习惯及社会支持系统，提供针对性的护理

措施。该方法强调护理计划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不仅关注

疾病本身，还关注患者的整体健康状况及生活质量。本文

将探讨个性化护理干预在老年病患者中的应用效果，并分

析其在改善患者身心健康、提高护理质量及促进老年护理

发展中的作用。

1. 个性化护理干预的概述

1.1 个性化护理干预的概念与特点

个性化护理干预是一种以患者为中心，充分考虑个体

差异的护理模式。它摒弃了传统护理 “一刀切” 的方式，

依据患者的年龄、病情、身体状况、心理状态、生活习惯、

文化背景等多方面因素，制定专属的护理计划。其特点突出，

具有针对性，针对每位老年病患者独特的健康问题和需求，

提供精准护理服务。例如，针对患有糖尿病的老年患者，会

根据其血糖控制情况、饮食习惯制定个性化的饮食和运动方

案。具有全面性，涵盖生理、心理、社会等多个维度的护理。

不仅关注疾病治疗和身体康复，还重视患者的心理健康和社

会支持，如为老年痴呆患者提供认知训练的同时，给予家属

心理支持和照护指导。具有动态性，会随着患者病情变化、

康复进程及时调整护理方案，确保护理的有效性和适应性。

1.2 老年病患者的护理需求分析

老年病患者由于身体机能衰退，往往患有多种慢性疾

病，如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且病情复杂多变，护理

需求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在生理方面，老年病患者身体抵

抗力下降，容易发生感染等并发症，需要密切监测生命体征，

预防疾病恶化。同时，身体功能退化导致自理能力下降，如

行动不便、吞咽困难等，需要协助日常生活起居，包括穿衣、

洗漱、进食、如厕等。在心理方面，老年病患者因长期患病，

易产生焦虑、抑郁、孤独等负面情绪，担心疾病预后和给家

人带来负担，需要心理安慰和疏导。在社会层面，老年病患

者社交圈子缩小，社会角色转变，渴望得到家人和社会的关

爱与尊重，需要社会支持和鼓励其参与社交活动。

1.3 传统护理模式的局限性与个性化护理的必要性

传统护理模式在应对老年病患者护理时存在明显局限。

其缺乏对个体差异的考量，采用统一的护理流程和标准，无

法满足老年病患者多样化的护理需求。例如，对于不同病情

严重程度和身体状况的老年高血压患者，给予相同的护理指

导，未根据患者年龄、并发症等因素调整。传统护理侧重于

疾病治疗，对患者心理、生活等方面关注不足，忽视了老年

病患者长期患病带来的心理负担和生活困扰。而且传统护理

模式下，护理人员与患者及家属沟通不够深入，未能充分了

解患者的生活习惯和个性化需求，影响护理效果。个性化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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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出现则有效弥补了这些不足，它能根据老年病患者的具

体情况提供定制化服务，提高护理质量，改善患者的治疗和

康复效果，增强患者的生活信心和满意度，因此在老年病护

理中十分必要。

2. 个性化护理干预在老年病患者中的应用

2.1 生活护理：提升患者自理能力

生活护理是个性化护理干预的重要环节，旨在提升老

年病患者的自理能力。对于行动不便的患者，护理人员根据

其身体状况和康复进程，提供适宜的辅助器具，如拐杖、轮

椅等，并指导正确使用方法，帮助患者进行日常活动，逐渐

增强其行动能力。同时，开展日常生活能力训练，如训练患

者独立穿衣、洗漱、进食等。对于吞咽困难的患者，制定个

性化的饮食方案，调整食物质地，从糊状食物逐渐过渡到正

常饮食，避免误吸，并进行吞咽功能训练，提高患者的进食

自理能力。此外，协助患者建立规律的生活作息，保证充足

睡眠，促进身体恢复，使患者在日常生活中逐渐恢复自信，

提高生活自理水平。

2.2 心理护理：缓解焦虑与抑郁情绪

老年病患者常因疾病困扰产生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

心理护理至关重要。护理人员定期与患者沟通交流，了解其

心理状态和内心需求，耐心倾听患者的烦恼和担忧，给予情

感支持和安慰。对于患有抑郁症的老年患者，采用认知行为

疗法，帮助患者识别和改变负面思维模式，引导其积极面对

疾病。同时，鼓励患者家属多陪伴、关心患者，营造温馨的

家庭氛围。还可组织患者参加社交活动，如老年康复俱乐部、

病友交流会等，让患者与同龄人交流，分享患病经历和康复

心得，减轻孤独感，增强心理适应能力，缓解焦虑和抑郁情

绪，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

2.3 营养护理：改善患者营养状况

营养对于老年病患者的康复至关重要，个性化营养护

理能有效改善患者营养状况。护理人员首先对患者进行全面

的营养评估，包括身体质量指数（BMI）、血清蛋白水平、

饮食习惯等，根据评估结果制定个性化的营养方案。对于患

有糖尿病的老年患者，控制碳水化合物摄入量，合理分配三

餐热量，增加膳食纤维摄入，维持血糖稳定。对于患有心血

管疾病的患者，限制钠盐和脂肪摄入，增加蔬菜、水果和优

质蛋白的摄入。根据患者的咀嚼和吞咽能力，调整食物的质

地和烹饪方式，如将食物切碎、煮烂，便于患者进食。同时，

关注患者的食欲和进食情况，及时调整营养方案，确保患者

摄入足够的营养，促进身体康复。

2.4 康复护理：促进功能恢复与健康管理

康复护理是个性化护理干预的关键部分，旨在促进老

年病患者的功能恢复和健康管理。针对不同疾病和身体功能

受损情况，制定个性化的康复训练计划。对于患有脑卒中

的老年患者，早期进行肢体被动运动，预防肌肉萎缩和关

节僵硬，随着病情稳定，逐渐开展主动运动训练，如翻身、

坐起、站立、行走等，提高肢体运动功能。同时，为患者

提供健康管理服务，定期监测血压、血糖、血脂等指标，

指导患者正确用药，预防疾病复发和并发症的发生。此外，

根据患者的康复进展，及时调整康复训练方案，确保康复

护理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帮助患者最大限度地恢复身体功

能，提高生活质量。

3. 个性化护理干预的护理效果评价

3.1 对患者生理健康的影响：提高康复率，减少并发症

个性化护理干预对老年病患者生理健康有显著积极影

响。通过精准的生活护理和康复护理，根据患者个体情况制

定的康复训练计划，有效促进了患者身体功能的恢复，提高

了康复率。例如，针对骨折的老年患者，个性化的康复训练

方案能加快骨折愈合，缩短康复时间，使其肢体功能恢复更

好。同时，个性化的营养护理保证了患者摄入充足且合理的

营养，增强了身体抵抗力，减少了感染等并发症的发生。密

切的病情监测和及时的护理干预，有效控制了病情发展，降

低了疾病恶化风险，使患者生理健康得到更好保障。

3.2 对患者心理健康的影响：增强信心，改善情绪状态

在心理健康方面，个性化护理干预效果明显。通过心

理护理，护理人员与患者建立良好的沟通关系，及时发现并

干预患者的负面情绪。采用针对性的心理疏导方法，如认知

行为疗法、放松训练等，帮助患者缓解焦虑、抑郁情绪，增

强了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患者积极参与社交活动，获得了

社会支持，心理适应能力增强，能够以更积极的心态面对疾

病和生活，情绪状态得到显著改善，提高了心理健康水平。

3.3 对患者生活质量的改善：增强独立性，提高社会适

应能力

个性化护理干预全面提升了老年病患者的生活质量。

在生活护理和康复护理的作用下，患者自理能力提高，能够

独立完成更多日常生活活动，增强了生活独立性。心理护理



国际护理医学 :2024 年 6 卷 12 期
ISSN: 2661-4812（O） 2705-103X（P）

13    

和社会支持使患者心理状态改善，积极参与社会活动，重新

融入社会，提高了社会适应能力。患者在身体、心理和社会

层面都得到了良好的护理和支持，生活满意度提高，生活质

量得到全面改善，能够更好地享受晚年生活。

3.4 对护理满意度的影响：提升医患沟通，优化护理服

务体验

个性化护理干预加强了护理人员与患者及家属之间的沟

通。护理人员深入了解患者的需求和期望，为患者提供定制

化护理服务，满足了患者在生理、心理和社会等多方面的需求。

患者及家属对护理工作的认可度提高，护理满意度显著提升。

通过定期的满意度调查发现，接受个性化护理干预的老年病

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明显高于传统护理模式下的患者。

良好的护理满意度进一步促进了医患关系的和谐，优化了护

理服务体验，为患者的康复创造了更有利的环境。

4. 个性化护理干预在老年护理中的发展前景

4.1 信息化与智能护理技术的结合

未来，个性化护理干预将与信息化和智能护理技术深

度融合。利用物联网技术，可实现对老年病患者生命体征的

实时监测，如通过智能手环、智能床垫等设备，将患者的血压、

心率、睡眠情况等数据实时传输至护理人员的监控平台，以

便及时发现异常并采取措施。借助大数据分析技术，可对患

者的健康数据进行深度挖掘，为个性化护理方案的制定提供

更科学的依据。智能护理机器人也将在老年护理中发挥重要

作用，如协助患者进行康复训练、提醒患者服药等，提高护

理效率和质量，为老年病患者提供更加便捷、精准的护理服务。

4.2 多学科协作护理模式的发展

多学科协作护理模式将在老年护理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老年病患者往往患有多种疾病，需要不同学科专业人员的共

同参与。护理人员、医生、康复治疗师、营养师、心理咨询

师等将组成多学科团队，针对每位老年病患者的具体情况，

共同制定个性化的护理方案。例如，对于患有糖尿病、高血

压且伴有心理问题的老年患者，医生负责疾病治疗，营养师

制定饮食方案，康复治疗师进行康复训练指导，心理咨询师

提供心理干预，护理人员协调各方工作并实施护理措施，通

过多学科协作，为患者提供全方位、个性化的护理服务，提

高老年护理的效果和质量。

4.3 家庭与社区护理的深化应用

家庭和社区护理在老年护理中的应用将不断深化。随着

老龄化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老年病患者选择在家中接受

护理。个性化护理干预将更加注重家庭护理的指导和支持，

护理人员定期上门为患者进行护理评估和指导，帮助家属掌

握正确的护理方法，如协助患者进行康复训练、照顾患者饮

食起居等。社区护理也将发挥更大作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将为老年病患者建立健康档案，提供定期体检、健康咨询、

康复护理等服务，实现医院 - 社区 - 家庭护理的无缝衔接，

使老年病患者在熟悉的家庭和社区环境中得到更好的护理

和照顾。

4.4 持续改进护理方案，提高护理质量

持续改进护理方案是个性化护理干预的重要发展方向。

通过对护理效果的评价和反馈，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优化护

理方案。利用循证护理的方法，结合最新的护理研究成果和

临床实践经验，为老年病患者提供更科学、更有效的护理服

务。同时，加强护理人员的培训和教育，提高其专业素养和

护理技能，使其能够更好地实施个性化护理干预，不断提高

老年护理的质量，为老年病患者的健康和幸福提供更有力的

保障。

5 结语

个性化护理干预作为一种新型护理模式，在老年病患

者的护理中发挥了显著作用。通过针对性的护理措施，不仅

能够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还能有效改善其生理和心理健康

状况，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提高护理的精准性和满意度。未

来，随着护理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发展，个性化护理干预将在

老年护理实践中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并推动老年护理向更加

科学化、系统化和个性化的方向发展，从而更好地满足老年

患者的健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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