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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帕金森抑郁患者护理干预的效果分析 
范兴菊 

贵州省人民医院  贵州贵阳  55002 

摘要：目的 本次研究主要讨论将护理干预应用于老年帕金森抑郁患者护理中的效果。方法 文中参与研究的患者共 100 例，研
究时间选取在 2020 年 1月- 2021 年 1月间，所有患者均为此期间在我院进行治疗的老年帕金森抑郁患者。在患者治疗期间以
分组的形式实施不同的护理，研究组采用针对性的护理干预（50 例）、参照组采用常规护理（50 例），对两组区别护理后的
临床 SAS、SDS  评分及满意度进行统计，并做组间对比。结果 护理后两组患者 SAS、SDS  评分变化较明显，数据以研究
组更具优势性，两组对比后显示 P＜0.05，检验有意义。从患者护理满意度统计表中体现出，研究组患者对本组护理满意度较
高 48（96.00%），参照组显低 38（76.00%），对比结果有意义 P＜0.05。结论 将护理干预应用于老年帕金森抑郁患者的护
理中效果显著，通过实施针对性的护理干预促使患者负性情绪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并且积极配合治疗，从而临床效果获得患
者及其家属的满意，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建议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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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病近些年的患病率逐年上升，易患群体为老年人，

是一种由感染、中毒、药物和遗传等多种因素引起的多巴胺

神经元退行性疾病。患病后，患者的心理情绪变化非常大，

会有焦虑、抑郁、烦躁等负面情绪出现，严重影响患者的日

常生活
[1]
。有临床报道称，根据帕金森病患者的实际病情施

予具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护理干预可帮助患者稳定不良情绪，

提升满意度
[2]
。对此，本次研究主要讨论将护理干预应用于

老年帕金森抑郁患者的护理中，探究其效果，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文中参与研究的患者共 100 例，将其均分成两组，研究

时间选取在 2020 年 1 月-2021 年 1 月间，研究前先分析两组

研究资料，研究组患者年龄区间 62-82 岁，均数（72.35±

2.17）岁，男性、女性分别为 30 例、20 例；参照组患者年

龄区间 62-84 岁，均数（73.16±2.22）岁，男性、女性分别

为 31 例、19 例；统计学对所有研究资料中数据分析后显示 P

＞0.05，故具备分组条件。 

1.2 方法 

参照组患者仅接受常规的临床护理服务。研究组在接受

常规护理的同时接受更具有针对性的护理干预，方法为：①

心理护理：详细了解患者病情后根据其实际情况制定有针对

性的护理计划
[3]
。护理人员多在病情、心理、家庭等方面予

以关心，拉近护患距离。让患者以及其家属详细了解疾病和

相关治疗知识，和需要注意的相关事项。引导患者将心态放

平和，告知其自身疾病通过积极的治疗可得到很大程度的改

善。同时鼓励患者家属参与到护理工作中，以亲情的方式多

鼓励患者，鼓励其积极配合治疗，给予其治疗的信心。②康

复护理：通过康复治疗师具体指导后，护理人员协助患者完

成相关的关节功能康复训练以及语言功能康复训练，训练内

容从字幕到单字，然后词语到一整句话的训练，及双手上举、 

伸肘、握拳等训练。同时加强指导患者练习原地站立、抬腿，

以此加强肌肉、骨骼的功能训练。训练期间，患者及护理人

员均要保持足够的耐心，切勿着急，避免强度过大，以循序

渐进的方式进行训练，鼓励患者提高积极性和合作精神。③

饮食护理：给予针对性的饮食指导，确保患者饮食搭配合理，

摄取的营养均衡，可增加蛋白质、膳食纤维、液体的摄入，

并以易消化的食物为主
[4]
。 

1.3 判定标准 

对两组区别护理后的临床 SAS、SDS 评分及满意度进行

统计及组间对比，并将其作为判定护理效果的依据
[5]
。 

1.4 统计学方法 

计数(n%)代表率，检验用χ
2
；计量用（x±s），检验

用 t。文中所体现的数据均借用 SPSS21.0 数据包深入处理，

若显示 P＜0.05， 说明了有意义。 

2 结果 

表 1：护理前两组患者 SAS、SDS 评分不存在明显性差

异，显示 P＞0.05。护理后两组患者 SAS、SDS 评分变化较

明显，数据以研究组更具优势性，两组对比后显示 P＜0.05，

检验有意义。见表 1 

表 1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前后 SAS、SDS 评分情况（x±s） 

SDS 评分 SAS 评分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 50 63.15±2.24 36.17±2.51 62.26±2.99 36.68±2.85

参照组 50 63.46±2.38 53.62±2.24 62.38±2.47 53.47±2.06

P  ＞0.05 ＜0.05 ＞0.05 ＜0.05 

表 2：从患者护理满意度统计表中体现出，研究组患者

对本组护理满意度较高 48（96.00%），参照组显低 38

（76.00%），对比结果有意义 P＜0.05。见表 2 

表 2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n)%] 

组别 例数 满意 非常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研究组 50 18（36.00%） 30（60.00%） 2（4.00%） 48（96.00%）

参照组 50 20（40.00%） 18（36.00%） 12（24.00%） 38（76.00%）

P    ＜0.05 

3 讨论 

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严重， 老年帕金森病的患病率随之

升高。治疗期间， 临床实施有效护理干预可帮助患者改善抑

郁、焦虑等负面情绪， 利于患者恢复。 

综上所述，将护理干预应用于老年帕金森抑郁患者的效

果显著，通过实施针对性的护理干预促使患者负性情绪得到

很大程度的改善，并且积极配合治疗，从而临床效果获得患

者及其家属的满意，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建议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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