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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性护理干预对社区老龄化人群心理压力疏导的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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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前瞻性护理干预对社区老龄化人群心理压力疏导的治疗效果。方法：选取澳门综合服务中心 2016年 01月
至 2016年 12月收治的 100例社区心理压力老年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用随机数列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与研究组各 50例；对
照组采用常规心理护理干预，研究组采用前瞻性护理干预，对比两组患者临床护理效果。结果：患者 SAS评分与 SDS评分与
护理干预前相比明显改善，其中研究组优于对照组，（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前瞻性护理干预在老龄化人群心理压
力疏导过程中具有显著作用，可通过正确指导日常生活、必要时提供生活护理、心理疏导、健康指导等方式，有效疏导患者心
理压力，消除负面关系，值得临床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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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是人口老龄化的时代，世界各国普遍面临严峻
人口老龄化压力，中国尤其突出

[1]
。临床资料显示，伴随着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进入老年型，老龄人口大幅度增长对健
康产生了巨大影响，从而导致人们在健康需求、老年医疗
护理观念上的转变。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不仅给社会、家庭、
医疗保健带来巨大压力，还对老年护理事业提出了新的挑
战。随着年龄的增长，机体功能的下降，患急慢性病的几
率增加，就诊率、住院率因此上升。老年人由于生理上的
衰老变化和外界环境的改变，在思维、情绪、生活习惯和
人际关系等方面，往往不能适应而产生不同程度的心理变
化，老年人或多或少的也会产生严重的心理抵抗情绪，自
我价值观得不到有效满足，导致生活质量产生巨大威胁。
作者 2015年 11月至 2017年 3月在澳门综合服务中心工作，
本实验采用选取澳门综合服务中心 100 例具有心理压力的
老年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旨在探讨前瞻性护理干预对老龄
化人群心理压力疏导的效果，为临床心理护理干预提供宝
贵的参考依据。具体结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选取澳门综合服务中心 2016年 01月至 2016年 12

月收治的 100 例社区心理压力老年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用
随机数列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与研究组各 50 例。研究组：
男 31 例，女 19 例，年龄最大 82 岁，最小 60 岁，平均年
龄（69.34±5.18）岁；对照组：男 26例，女 24例，年龄

最大 81岁，最小 60岁，平均年龄（69.42±5.67）岁。根
据中心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要求所有参与研究的患
者或其家属必须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入选标准：
①无严重的肝肾疾病；②无精神疾病者；③近期未服用抗
抑郁或抗焦虑药物者。对比两组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患者常规心理护理干预，即护理人员充分
了解患者心理状态及产生负面情绪的原因，采取针对性护
理方案，帮助其消除负面情绪，以积极、乐观、豁达、宽
容的心态看待自身及周围的人和事，保持心情愉快、情绪
稳定，在精神和心理上得到双重放松。 

研究组给予患者前瞻性护理干预，具体操作如下：（1）
运动护理指导：根据患者实际情况，指导其进行主动活动
肢体及被动活动或按摩肢体各关节等锻炼，促进肠蠕动，
保证肢体肌力功能；（2）心理护理：护理人员需主动与患
者进行有效沟通，且沟通时态度和蔼，语气平和，从而消
除患者对陌生环境的恐惧感。此外，对伴有疾病者需介绍
患者的病情情况，叮嘱日常生活中的注意事项，解答疑问，
消除其焦虑、恐惧、担忧等负面情绪；（3）饮食护理：以
维持患者膳食平衡作为合理调节饮食的前提，即以富含纤
维素、蛋白质等食物为主，多食用苹果、韭菜、芹菜等新
鲜的水果和蔬菜，多饮水，禁忌刺激性的食品饮料；（4）
睡眠护理：每天早睡早起，午睡 1h，并且睡前可通过看报
纸、听轻音乐，数数等方式帮助入眠，改善睡眠质量

[2]
。 

1.3  观察指标 

两组患者均采用 Zung 焦虑自评量表
[3]
进行 SAS 焦虑状

态和 SDS抑郁状态评分。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0.0软件做统计学结果分析。 

2 结果 

2.1 前瞻性护理干预对老龄化人群心理压力疏导的效
果分析 

患者 SAS评分与 SDS评分与护理干预前相比明显改善，
其中研究组优于对照组，（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
数据见表 1。 

3 讨论 

研究发现，伴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群会出现运动
反应时间延长，记忆力减退，思维衰退较晚，人格改变等
现象

[4]
，一旦产生慢性病后，则会导致其出现忧郁悲观、情

绪不稳定，对疾病产生惯性和依赖性，孤独感和无价值感
等心理症状，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 

临床证实，科学有效地护理干预是改善患者心理状况
关键之一。传统的心理护理干预，虽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
患者的心理情绪，但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健康需求的
增加，其已经不能满足患者的需要。前瞻性护理干预作为
一种新型的护理理念，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概念
“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不虚弱，而是身体的，精神的

表 1 前瞻性护理干预对老龄化人群心理压力疏导的效果分析 

组别 例数 SAS评分 SDS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 50 62.07±11.94 48.66±11.54 64.99±9.64 50.46±11.08 

对照组 50 61.97±11.82 56.24±12.09 64.82±10.21 55.92±11.54 

t - 0.037 2.868 0.076 2.158 

P - 0.970 0.005 0.939 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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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和社会幸福的完美状态”
[5]
，对患者采取全方面护理

干预。实验结果显示，研究组患者 SAS 评分与 SDS 评分明
显优于对照组，（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综上所述，前瞻性护理干预在老龄化人群心理压力疏
导过程中具有显著作用，可通过正确指导日常生活、必要
时提供生活护理、心理疏导、健康指导等方式，有效疏导
患者心理压力，消除负面关系，值得临床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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