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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干预对老年痴呆症病人的研究进展

张涛

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广东 惠州 516001

【摘 要】：当前我国的人口平均寿命相对以往其他时期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延长，并让我国进入到老龄化社会。老年人除了在

自身的生理和心理等方面相对年轻人出现巨大的变化之外，也是老年痴呆症集中发生的群体。在面对这一疾病时，老年人通

常会出现严重的恐惧感，认为自身已经无法有效地应对日常生活中的诸多事情，从而导致了患者在人格和心理上出现极大的

变化。本文从老年痴呆症的发病原因和具体症状入手，分析了老年痴呆症对患者日常生活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对以心理护

理手段干预老年痴呆症的措施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一措施可以有效地改善老年痴呆症患者的心理状况，以及提升其生活质量。

最后，本文对老年痴呆症的日常护理措施以及相关的预防方法进行了探讨，以期对实际的工作形成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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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老年人口的数量已经超过总人口的 10%，并正式步

入到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在心理、生理和抵抗力等方面均会

出现较为严重的衰老和退化现象，这种现象的存在导致老年

痴呆症极为容易在这一群体中间发生。这一疾病将导致患者

脑部神经细胞出现进行性损失，从而影响患者的正常思维、

记忆和执行功能，最终影响患者正常生活。

一、老年痴呆症的症状及发病原因

1.1 老年痴呆症的症状

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医疗技术的进步，人们的寿

命得到了极大的延长，同时这种现象也带来了比较显著的人

口老龄化问题，以及随之而出现的老年痴呆症的进一步普遍。

从本质上来看，老年痴呆症是由于脑部神经的老化和损失而

产生，这一疾病在不同的阶段上，其具体的症状表现也存在

一定的差异。在早期老年痴呆症的发病过程中，患者通常表

现为对近期事物的记忆力明显下降，对语言的感知能力钝化

以及对相关复杂工作的处理能力下降等，导致患者在生活中

出现丢三落四的现象，尤其是在部分患者身上，对日常行走

的道路和需要处理的事情难以记住。此外，早期老年痴呆症

患者在情绪上存在较为明显的不稳定现象，易发怒，相关的

活动也随着疾病的出现而减少。在身体上，这个阶段的患者

容易出现胸闷心悸，食欲减退的问题。尽管这个阶段的患者

仍然能保持一定的独立生活能力，但生活质量已经收到了一

定的影响。

在中期老年痴呆症患者身上，相关的症状的变现为记忆

力严重下降，已经基本无法想起近期所发生过的相关事件，

部分患者甚至会出现忘记吃饭的现象。同时患者的各方面能

力显著下降，如针对事物的判断、理解能力等，患者的性格

与人格同以往大相径庭，无法辨认亲人朋友，四肢活动的灵

活性出现严重下滑。但这个阶段的患者仍然保持着自主吃饭、

穿衣和大小便等基本能力。

晚期的老年痴呆症患者变现为极度痴呆，其表情通常呆

滞冷漠，已经无法自主地进行吃饭、穿衣等行为，在语言功

能方面严重退化，语言内容在支离破碎，由于这个阶段的患

者在自主行走路和基本自理能力方面的严重减退，因此相关

患者通常卧床。

1.2老年痴呆症的发病诱因

从当前的研究现状来看，老年痴呆症的发病原因较多，

老年性贫血、动脉硬化和脑血栓等均有可能造成老年痴呆症

的发病。以老年性贫血为例，这一疾病的主要特征为患者血

液中的红细胞数量减少，由于红细胞在人体内承担着输送氧

气的功能，因此当红细胞减少的情况下，患者脑部供氧不足，

导致脑组织受损，进而诱发老年痴呆症。动脉硬化诱发老年

痴呆的原因是由于动脉硬化会导致患者脑血管变细，从而造

成梗塞现象，引起脑部组织受损。从这些老年痴呆症发病诱

因可以看出，针对患者的相关疾病进行及时的治疗，能够在

较大程度上预防老年痴呆症的发生。此外，在老年痴呆症的

防治过程中，也需要注重环境和心理因素的影响，在实际的

治疗过程中，曾出现过较多相关案例，例如患者在疾病治疗

的后期，由于自身心理出现波动和生活环境发生变化，导致

原本可以实现预防的老年痴呆症发生的现象[1]。

二、针对老年痴呆患者进行心理护理的具体措施

2.1加强交流，消除患者忧虑

老年痴呆患者相对其他疾病患者而言，具有更大的可交

流空间，在实际的护理工作之中，相关护理人员通常会采用

鼓励性思维来贯穿整个交流过程，即针对患者以往生活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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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较为深刻的内容来进行初步交流，如患者的成功往事、美

好记忆等，由于此类事件对患者个人影响较大，因此比较容

易唤醒患者的记忆力，并拉近医患之间的感情。在和患者建

立起初步的交流渠道之后，相关医护人员就需要转变交流重

心，以增强双方的互信为核心点来展开交流与活动，在这个

过程中，医疗人员需要充分地理解患者表达的内容，并积极

地对患者进行言语上的安慰。老年痴呆患者由于语言功能退

化，因此在交流过程中，容易出现语言表达不清晰的现象，

以及无法快速理解医疗人员语言意思的现象，在遇到这些障

碍的时候，医疗人员有必要透过患者的语气来把握的其当前

的情绪状况和沟通节奏，同时患者通常对语气较为敏感，因

此在交流时，应当尽可能地以舒缓和安慰的语气来进行，并

针对患者提出的观点进行肯定，从而达到鼓励患者进行交流

的目的。当患者针对某一问题提出疑问，需要相关人员帮助

解答的时候，则需要以相对简洁的语言组织来协助患者理解

相关内容，这个过程中需要尤其避免以敷衍和不经意的态度

来应对患者的提问。

在双方形成了互信的基础上，交流的核心目标就要转变

为消除患者忧虑和恐惧心理。老年痴呆患者的思维能力不强，

记忆力欠佳，导致了患者在生活中存在较多的不便和困扰，

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患者会产生较为严重的悲观和消极情

绪，阻碍疾病的有效康复，针对这些问题，医疗人员必须从

自身与患者的交流沟通之中，寻找患者此类情绪产生的具体

根源，并及时地进行心理疏导，从而达到消除患者忧虑和消

极情绪的目的。

2.2 接触患者生活，加强疾病防治宣教

由于老年痴呆患者在记忆力、判断力方面的缺失，因此

常常会导致其生活出现极大的的不便，尤其是仍然具备较强

生活自理能力的早期患者，相关问题的出现有可能对患者的

自信心造成打击，并加快疾病的进程。针对这种现象，相关

医疗人员的的要在对患者的日常治疗和引导过程中，逐步地

接触患者的日常生活，并鼓励患者积极地通过电视媒体、外

出游玩等方式让患者进一步开拓视野，刺激患者的大脑。同

时也要鼓励患者自主地对自身力所能及的事情进行完成，并

视患者在相关过程中的具体的表现，进行相应的帮助，从而

一方面达到鼓励患者以积极态度面对自身的生活的目的，另

一方面也达到进一步融入患者生活，了解患者疾病发生原因

和进行有效的治疗方案拟定等目的。针对患者家属，相关医

疗人员则应当及时地与患者家属进行沟通，从而交流患者的

疾病现状，深入了解患者生理和心理的变化状况。同时也需

要向家属科普相关的老年痴呆症防治措施，帮助患者家属在

家庭生活之中，为患者创造出利于其治疗和康复的环境[2]。

此外，在与家属沟通的过程中，也要建立起相对稳定可靠的

沟通渠道，让患者家属能够定期和及时地与医师进行沟通，

保证患者在家庭生活中也能够得到良好的康复指导。

结语：

综上所述，老年痴呆症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已经是较为

普遍的疾病类型，在针对这一疾病进行治疗的过程中，相关

医疗人员和家属除了需要注重对患者的病情进行药物治疗

之外，也需要积极地通过心理上的疏导来帮助患者消除疾病

带来的恐惧、忧虑等心理问题，在这个过程中，除了采用积

极的沟通方式，增强患者与周围人和事的密切程度外，也需

要利用沟通手段，对患者的心理诉求、疾病发生原因等进行

全面的分析，从而实施与患者需求相契合的护理和治疗手段，

最终达到促进患者康复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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