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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病房临终患者中安宁疗护护理的应用价值研究 
唐海燕 

金华市第二医院  浙江金华  321000 

摘要：目的：为了探究老年病房临终患者中安宁疗护护理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我院 2020 年 1 月到 2021 年 4 月的 108 例老
年病房临终患者，将其平均分为两组，命名其中一组为对照组，另外一组为实验组。在对照组中，对于 54 例老年病房临终患
者采用常规的护理方式，而实验组中采用安宁疗护护理，通过对于两组患者的心理情绪指数对比以及护理满意度对比，从而来
研究对比安宁疗护护理所具有的应用研究。结果：实验组的 54例老年病房临终患者的心理情绪指数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54例老
年病房临终患者，并且实验组的老年病房临终患者的护理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的老年病房临终患者，两组结果比较，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对于老年病房临终患者而言，采用安宁疗护护理能够使得患者的心理情绪指数以及护理满意度
得到一定的改善，值得临床医学去推广和应用。 
关键词：老年病房临终患者；安宁疗护；应用价值研究 

 

老年病房临终患者由于受到病情的影响，会导致患者存

在部分心理和生理上的问题，生理上具体表现为日常生活不

便利，心理上具体表现为对于死亡感到恐惧，难以接受现实
[1]
。针对于此，本研究采用安宁疗护护理来对于老年病房临

终患者进行护理，从而以达到消除患者心理上的负担，并且

改善患者心理上存在的问题，护理具体实施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20 年 1 月到 2021 年 4 月的 108 例老年病房

临终患者，并将其平均分为两组，命名其中一组为对照组，

另外一组为实验组。在对照组的 54 例老年病房临终患者中，

年龄均为 67 岁到 76 岁之间，平均年龄分布在（72.90±2.19）

岁，病程分布在（10.89±3.09）月。在实验组的 54 例老年

病房临终患者中，年龄均为 66 岁到 75 岁之间，平均年龄分

布在（73.09±2.09）岁，病程分布在（11.00±2.99）月。

对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分析后显示，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1.2 护理方法 

对于对照组而言，对老年病房临终患者采用常规的护理

方式，以达到在患者的心理方面和生理方面改善的目的，并

且对于患者的情况做好实施监测，并用监测结果来记录患者

在护理之后的心理情绪指数以及护理满意度。 

对于实验组而言，在常规的护理方式上进行改进，并且

采用安宁疗护，具体表现如下：第一，明确对于患者进疗护

的目的，以缓解患者的病况为主体，从最大程度上来减轻患

者所承受的痛苦。第二，给予患者心理上积极的支持和疏导，

由于受到病情的影响，会导致患者难以接受现实，予以心理

疏导能够帮助患者更好地去治疗。第三，提升患者的体质，

鼓励患者进行一定的健身运动，在实现体质提升之后，以顺

利进行后续的治疗和护理，也能从一定程度上提升患者的心

理素质。 

1.3 观察指标 

使用 SAS、SDS 焦虑评分表对患者心理情绪指标即患者的

焦虑指数和抑郁程度进行评分，评估老年病房临终患者在护

理开始的三周时间后和五周时间后的心理状况。 

根据我院自制护理效果调查表，对于患者及其家属的护

理满意度进行分析，其中分值≥80 分为满意，≥60 分为一般，

≤60 分为不满意，护理满意度＝（满意＋一般）×100%，根

据此护理满意度的分数来分析评判优质护理方法对患者的效

果。 

1.4 统计学数据分析 

利用 SPSS21.0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数资料采

用百分号来表示，计量资料采用平均数±标准差来表示，两

者分别采用 X2 和 t进行检验，以 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2.1 心理情绪指数对比 

对照组（n=54），护理前 SAS（46.34±1.21），护理进

行三周后 SAS（42.45±0.89），护理进行五周后 SAS（38.56

±1.42）；实验组（n=47），护理前 SAS（46.18±0.99），

护理进行三周后 SAS（41.83±1.12）,护理进行五周后 SAS

（36.27±0.73）；经组间相比显示观察组焦虑情绪评分优于

对照组(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2 护理满意度对比 

统计实验表明，实验组（n=54 例），满意 38 例，一般

14 例，不满意 2例，护理满意度为 70%；对照组（n=54 例），

满意 28 例，一般 18 例，不满意 8 例，护理满意度为 51%；

（X
2
=15.267，P=0.013）。此外，还对于患者的家属的护理满

意度进行了统计调查，在实验组（n＝30 例），满意 20 例，

一般 4 例，不满意 6 例，护理满意为 66.67%；在对照组（n

＝31 例），满意 17 例，一般 10 例，不满意 4例，护理满意

度为 54%。经组间相比，实验组的护理满意度明显优于对照

组，且两组数据相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老年病房临终患者或多或少会在身体上存在着一定的缺

陷，并且患有某些难以治疗的疾病，使得患者在心理上存在

着一定的不利影响，并且对于患者的日常起居也造成一定的

不良影响。但是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仍需要对于老年病房

临终患者进行一定的治疗和护理，从而从一定程度上去改善

患者由于疾病所承受的痛苦
[2]
。 

而本研究所提到的安宁疗护就是一种本着人道主义精神

的护理疗法，针对于患者的生理和心理方面来具体分析，制

定出符合患者治疗和护理的方式，从而来实现对于患者的心

理和生理进行改善。并且在上述的研究结果中表明，此种护

理方式的护理满意度超过了常规的护理方式，并且也大大改

善了患者的心理情绪，具有一定的应用性
[3]
。 

综上所述，安宁疗护能够改善老年病房临终患者的心理

情绪并且也能提升护理取得的效果，值得临床医学去推广和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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