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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化护理在老年帕金森病中的应用效果评价 
姑再努·热夏提  古丽布斯坦·米吉提 

新疆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  新疆喀什  844000 

摘要：目的：探讨对老年帕金森病患者进行护理指导时，加强个体化干预，在提升护理质量方面的价值。方法：研究设计原则
遵循分组对照原则，研究时间起于 2019 年 6月终于 2020 年 8月，研究对象均为该时间段内在我院建档登记的 48例患者，所
有患者年龄≥55 岁，均符合帕金森综合征诊断指南，病情处于稳定状态，能遵循医嘱配合护理工作。将所有患者分为常规、
研究两组，每组 24 例患者，对常规组患者在治疗期间采用标准化护理模式进行干预，对于研究组在标准护理基础上加强个体
化护理干预，在护理 1个月后比较两组患者的情绪改善情况以及护理满意度。结果：1个月后统计两组患者的情绪质量，研究
组 SAS、SDS 评分分别为（43.28± 3.69）分、（45.18± 3.19）分，明显低于常规组评分 SAS（50.57± 3.22）分、SDS（50.07
± 3.34）分，研究组情绪改善程度更明显，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比较两组的护理满意度，研究组不满意人数 2 名
明显少于常规组 8名，患者护理满意度更高为 91.67%，组间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对老年帕金森疾病患者
进行治疗时，采用相应的护理干预措施，能明显改善患者的情绪质量，期间注重个体化指导，进一步细化护理干预方案，可有
效提升患者自我护理意识与护理水平，建立良好的护患信任关系，提升患者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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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是临床上较为常见的一种神经系统进展性疾病，患

者多为老龄人群，对其日常生活影响较为严重。该疾病治愈难

度较高，需要患者长期接受治疗，才能得到较好的控制效果，

在治疗期间为患者提供护理干预，及时了解患者康复状态，更

有助于提高治疗方案的针对性，改善其肢体活动能力
[1-2]

。基于

此，本文将探讨个体化护理在老年帕金森病中的应用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时间范围为 2019 年 6 月-2020 年 8 月，研究样本例

数为 48 例，组别为常规组与研究组，每组 24 例。所有患者

性别分布为：男患例 28 例，女患例 20 例；患者年龄分布为

60~83 岁，平均年龄为（71.62±5.19）岁；所有患者病程在

1-6 年以内，患者均符合疾病确诊标准，已签署知情协议。 

1.2 方法 

治疗期间对于常规组按标准护理方案进行干预，对于研究

组在护理期间做好个体化护理指导，具体措施如下：①完善患

者档案：在护理初期护理人员应做好护患沟通工作，细心倾听

患者治疗诉求，评估治护期间存在的护理风险，制定个性化护

理计划。②心理护理：多与患者进行交流，耐心解答治疗疑问，

帮助患者树立正确的治疗观念，面对治疗结果有合理预期，减

少心理压力。③生活指导：为患者制定个性化膳食计划，多食

用低盐低脂、高热量食物。每日督促患者参与功能训练，锻炼

患处对应肌群，循序渐进提高训练难度
[3-4]

。 

1.3 观察指标 

1.3.1 情绪质量：采用 SAS（焦虑自评量表）、SDS（抑

郁自评量表）对患者护理后的情绪质量进行评估，评分越低

表示患者改善程度越明显。 

1.3.2 护理满意度：采用院内科室自制的护理满意度评

价量表对患者护理满意度进行评估。 

1.4 统计学分析 

以 SPSS19.0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 sx  ）

表示，t、X2
检验。统计值有统计学差异的判定标准为 P05。 

2 结果 

2.1 患者情绪质量比较 

经过一段护理后，研究组患者情绪≤0.评分要明显低于

常规组，情绪状态改善程度更明显，P≤0.05，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见表一。 

表 1 两组患者情绪质量比较[（ sx  ），分] 

组别 例数 SAS SDS 

常规组 24 50.57±3.22 50.07±3.34 

研究组 24 43.28±3.69 45.18±3.19 

t  7.29 5.18 

P  0.00 0.00 

2.2 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 

研究组患者非常满意人数有 14 人，满意人数有 8人，不

满意人数为 2 人，总满意率为 91.67%；常规组非常满意人数

有 6人，满意人数有 10 人，不满意人数有 8名，总满意率为

66.67%，研究组满意度更高，X2
=4.54，P=0.03，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3 讨论 

帕金森疾病迁延难愈，对患者生活质量影响较为严重，

长期的认知功能障碍、非运动性症状也容易降低患者情绪，

使其产生自闭、焦虑等不良情绪，影响治疗配合与疾病恢复
[5]
。 

在本次研究中，结合患者实际情况采用个体化护理指导

方案，使研究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更高，情绪转换也较为明

显。这是因为很多老年患者缺乏正确的疾病认知，在接受治

疗期间容易产生过高的治疗期望，因此会产生焦虑情绪，影

响治疗态度。耐心倾听患者治疗需求以及治疗疑问，可有效

提高疾病治护方案的准确性，帮助患者意识到功能训练的治

疗优势，充分缓解其不良情绪，转移一部分注意力在良好生

活习惯养成方面，提高治疗效果
[6]
。 

总而言之，在对帕金森疾病患者治疗期间，加强护理指

导干预，对提高患者治护积极性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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