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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干预改善老年广泛性焦虑症患者睡眠质量的效果 
Effect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improving sleep quality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惠秀云 Hui Xiuyun 

(山东省菏泽市单县精神病医院) 

(Shan County Psychiatric Hospital, Heze City, Shandong Province) 

【摘  要】目的：探究护理干预对于老年广泛性焦虑症患者睡眠质量的改善效果。方法：2020 年 8 月-2022 年 8 月，对我院精神病
科收治的广泛性焦虑症患者开展研究，共纳入患者 60 例，通过电脑筛选程序，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患者
30 例。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治疗及护理，观察组患者除进行常规治疗和护理外，联合应用放松疗法和心理护理干预。比
较两组患者不同措施后，患者的焦虑和抑郁状态及以及睡眠质量的改善情况，调查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情况。结果：护
理后，观察组患者 GAD-7 和 PHQ-9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P＜0.05）；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患者 PSQI 评分显著提
高（P＜0.05）；观察组患者满意度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应用联合护理干预措施能够显著改善老年广
泛性焦虑症患者的焦虑和抑郁情绪，改善患者睡眠质量，具有重要的临床实践意义，建议在临床护理工作中予以应用和
推广。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mprovement effect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sleep quality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Methods: From August 2020 to August 2022, a study was conducted on 60 patients with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admitted to the psychiatric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through computer screening program, with 3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treatment 

and nursing, while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relaxation therapy and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addition to routine treatment and nursing. To compare the improvement of anxiety, depression and sleep quality of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after different measures, and investigate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nursing, 

the scores of GAD-7 and PHQ-9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PSQI score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P<0.05); The 

satisfaction level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combined nursing intervention measure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and improve their sleep quality, which has important clinical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t 

is suggested that it should be applied and promoted in clinical nursing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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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全球有 3.74 亿人患有焦虑症，与

2020 年相比，患病人同比数增加 0.76 亿，增长幅度超 1/4 。

广泛性焦虑症简称 GAD，是临床上以精神紧张、情绪易怒，

伴有睡眠障碍和心悸等症状的迁延难愈的精神障碍性疾病。

GDA 患者常会感到自己受到威胁，出现自主神经功能兴奋以

及过度警觉的表现，出现过度焦虑、运动性不安和各种躯体

症状。2015 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综述显示，2020

年，GAD 在美国的患病率大约为 3.1%，人一生中可能患 GAD

的概率约为 5.7%，女性患病率高于男性。据中国精神障碍

疾病负担及卫生服务利用最新研究数据，在各类精神障碍

中，焦虑障碍居各类精神障碍性疾病患病率的首位，GAD

终生患病率为 0．3%，一年内患病率为 0．2%。随着生活压

力和工作压力的增加，GAD 的患病率呈现上升趋势，我国每

年新增 GAD 患病人数已超 240 万。GAD 起病缓慢，病程迁

延难愈，病程最少有 6 个月，患者在寻求医学治疗前多有数

年的患病史，属于慢性进展性精神类疾病。患者由于精神过

度紧张，情绪不稳定，常伴有担心和恐惧感，对患者的生活

能力和社会功能将造成损害，影响患者的社交能力。研究发

现，GAD 患者患其他精神疾病和躯体性疾病的风险会明显增

加，如慢性疼痛、慢性阻塞性肺病等，对于通过酒精缓解焦

虑情绪的 GAD 患者，会加大酒精滥用或药物滥用的可能，

从而引发更多躯体症状。患者疾病反复，复杂的心理和躯体

症状可能加剧与主要症状的相互作用，形成恶性循环，影响

患者康复。失眠是 GAD 患者常见的临床表现之一，失眠症

状加剧可能诱发 GAD 患者出现抑郁症状，加剧病情。良好

的睡眠质量对于改善患者不良情绪状态，减少患共病的概

率，促进患者康复起着重要作用。目前，对于 GAD 患者的

治疗与护理，多采用药物治疗和精神科长规护理方法，传统

的治疗手段固然能够帮助患者控制病情，但单纯的药物治疗

作用时间有限，须长期服药，受到患者依从性及药物疗效的

影响，存在患者治疗效果不佳等缺陷，更多创新性的护理干

预手段成为目前的热点研究方向。为探讨 GAD 患者睡眠质

量的改善措施，本研究将放松疗法和心理护理干预应用于老

年广泛性焦虑症患者，探讨其对老年 GAD 患者睡眠质量的

改善作用，取得了良好效果，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20 年 8 月-2022 年 8 月，通过便利抽样方法，选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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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精神科收治的老年 GAD 患者为试验对象。试验对象的纳

入和排除标准如下： 

纳入标准：①年龄≥60 岁；②符合 GAD 诊断标准；③

有固定的居所，能够坚持随访至少 6 个月；④有清醒的意识，

能够正常沟通和交流；⑤自愿参与。排除标准：①无其他精

神类合并症，如抑郁症、狂躁症、精神分裂症等；②因高血

压、甲亢、冠心病等躯体性疾病引发的焦虑症状；③6 个月

内服用过镇静药、抗抑郁药、兴奋剂等药物；④独居患者。

本研究已在我院伦理委员会备案并获得批准。在开展研究之

前,向患者及家属详细阐述本研究的目的、意义等相关内容,

保证患者的知情权,并获得了患者签字的《患者知情同意书》。 

本研究共纳入老年 GAD 患者 60 例，通过电脑筛选程序

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一组分配到 30 例患者。对照组

患者年龄 60-72（64.08±3.01）岁，男性 GAD 患者 10 例，

女性 GAD 患者 20 例，其中，农民 15 例，退休工人 10 例，

教育工作者 5 例。观察组患者年龄 61-74（63.12±4.71）岁，

男性 GAD 患者 12 例，女性 GAD 患者 18 例，其中，农民 14

例，退休工人 8 例，教育工作者 8 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进

行比较后，差异无统计学显著性，P＞0.05。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药物治疗+常规护理模式进行治疗。药

物治疗方案：患者入院经过详细检查和诊断后 10-15 天，给

予盐酸丁螺环酮片（江苏恩华药业，H19991024）5mg，3 次

/天，观察患者有无不良反应，如服药状况良好，在服药 2

周后增加剂量，每天给予盐酸丁螺环酮片 10mg,3 次/天。当

患者出现惊恐发作症状，舌下含服劳拉西泮片（湖南洞庭药

业，H20031065）4mg。连续服药 6 个月。常规护理措施：

给予精神科常规护理措施，包括用药指导、病情观察、出院

指导等。 

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实施药物和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对

老年 GAD 患者实施放松疗法和心理干预措施。放松疗法实

施方案：成立放松疗法护理小组，由 1 名心理科医师和 5 名

护理人员组成。每日为患者实施放松训练。放松训练在精神

科治疗室进行，保持室内环境安静，指导患者进行深呼吸训

练，随后让患者平躺在地面，通过播放舒缓的音乐，放松患

者的心情，护理人员在患者接受放松训练的过程中，通过轻

缓、低沉的语调对患者进行方法引导。最后，指导患者进行

肌肉放松。从患者的手部肌肉开始，逐步进行肩、肘关节、

脖颈、腰、腿、脚腕等部位，放松患者全身肌肉。心理护理

干预：对患者实施心理指导，每周对患者实施一次心理疏导，

鼓励患者分享自己的故事，抒发内心的害怕、恐惧、压力等

负性情绪，根据患者的心理状态进行阶段性评估，进行针对

性指导和治疗。对于患者出现的错误认知，不对患者进行严

肃的纠正，而是进行耐心的引导，通过心理暗示等方法纠正

患者的错误认知。在患者日常护理过程中，注意关注患者的

情绪状态，给予患者鼓励与安慰，帮助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

勇气，增强患者的自信心。 

1.3 观察指标 

1.3.1 患者焦虑和抑郁状态 

采用广泛性焦虑自评量表（GAD-7）和抑郁筛查量表

（PHQ-9）对两组患者的焦虑症状和抑郁水平进行评价。对

比分析两组患者护理前后量表的得分情况，分数越低，患者

焦虑和抑郁程度越轻。 

1.3.2 患者睡眠质量 

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评价两组患者的睡眠

质量，比较分析两组患者 PSQI 总分、睡眠质量、入睡时间、

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催眠药物、日间功能障碍

维度的分数。PSQI 得分越低，患者睡眠质量越好。 

1.3.3 患者护理满意度 

采用由护士长、3 名主管护师、2 名副主任医师共同制

定的《患者护理满意度调查表》对患者进行满意度调查，＞

80 分为非常满意，60-80 为一般满意，＜60 分为不满意。

护理满意度=（非常满意+一般满意）例数/总例数*100%。 

1.4 统计学分析方法 

本研究使用 SPSS21.0 应用软件完成统计数据处理。连

续资料具有正态性,利用均数±标准差显示,组间对比均为 t

检验；计数资料利用频数和率显示,组间对比均为 x2 检验。

检验水准为α=0.05。 

2.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焦虑状态和抑郁状态比较 

两组患者护理前 GAD-7 和 PHQ-9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差

异，P＞0.05。接受不同护理措施后，结果发现，观察组患

者 GAD-7 评分（8.64±2.10）分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11.97

±1.22）分（P＜0.05），PHQ-9 评分（5.10±1.15）分显著低

于对照组患者（9.83±3.67）分（P＜0.05）。结果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 GAD-7 和 PHQ-9 评分比较（ sx ± ） 

护理前 护理后 
组别 

GAD-7 PHQ-9 GAD-7 PHQ-9 

观察组（n=30） 14.67±5.09 2.10±1.03 8.64±2.10 5.10±1.15 

对照组 

（n=30） 
15.10±2.75 2.57±1.11 11.97±1.22 9.83±3.67 

t 3.157 12.125 34.979 12.043 

P ＞0.05 ＞0.05 0.002 ＜0.05 

2.2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睡眠质量对比 

观察组患者和对照组患者接受护理与治疗前 PSQI 评分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观察组患者 PSQI 总

分（7.14±2.76）分显著低于对照组（11.07±3.84）分，P＜

0.05，差异有统计学显著性。结果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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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 PSQI 评分对比（ sx ± ） 

组别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13.45±5.69 7.14±2.76 
对照组 14.33±3.80 11.07±3.84 

t 34.619 12.706 
P ＞0.05 0.006 

2.3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 
对患者进行护理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护理

满意度为，对照组患者护理满意度为，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见表 3。 

表 3 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 
组别 例数（n） 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护理满意度% 

观察组 30 20（66.67） 8（26.67） 2（6.67） 93.33* 
对照组 30 14（46.67） 10（33.33） 6（20.00） 80.00 

*P＜0.05，X2=30.458 
3.讨论 

GAD 属于焦虑障碍疾病中的慢性疾病，GAD 会导致患
者产生持续性的紧张情绪，发生神经功能紊乱，影响患者的
正常工作和生活，严重时将危害患者身体健康，发生功能性
丧失。临床对于 GAD 患者的治疗以药物治疗为主，随着研
究的开展，人们逐渐探索将心理治疗方法、中医治疗以及运
动干预等方法应用于 GAD 患者。对于老年 GAD 患者而言，
其身体老化速度加快，容易合并各类躯体症状，影响患者预
后。由于老年患者身体机能下降，会出现药物代谢缓慢，影
响治疗药物的吸收，加上老年人服药的依从性较差，由于疾
病对记忆功能造成影响，将会降低患者服药的疗效，延长患
者治疗时间。 

患者睡眠质量对患者内分泌功能调节、机体免疫力和精
神状态有着重要影响，较差的睡眠不仅将加重患者的焦虑和
抑郁水平，还会引起患者机体功能紊乱，诱发疾病，改善患
者的睡眠质量对于提高患者疾病治疗效果具有积极影响，良
好的睡眠质量也是患者白天保持精神活力，配合治疗的前
提。而对于老年 GAD 患者，老年人的睡眠深度较浅，加上
疾病的影响，患者睡眠质量普遍不高。因此，为提高 GAD
患者的睡眠质量，促进患者康复，改善治疗效果，要采取更
加有效的护理干预措施。 

放疗疗法是通过让患者通过放松练习，对患者自身的心
理和情绪进行有意识地控制和调节，使出现的紧张情绪或功
能紊乱达到相对正常的水平的一种临床疾病辅助康复手段。
研究证明，放松训练对于抵抗应激具有显著效果。人在放松
状态下，交感神经活动减少，患者呼吸频率减缓，心率减慢，
肌肉张力减小，从而使患者心情放松，处于平缓舒适的状态。
除此之外，放松疗法可以调节患者的神经功能，促进物质的
代谢，促进激素分泌，影响患者机体功能，帮助焦虑症状的
治疗，达到减轻患者焦虑和抑郁情绪的治疗目的。除了放松

疗法，对 GAD 患者实施心理护理干预也逐渐成为治疗 GAD
患者的主流干预手段。通过对 GAD 患者进行心理疏导，能
够帮助研究者进入患者的内心世界，了解患者焦虑的可能原
因，进行对症治疗。老年 GAD 患者有时容易出现孤独感，
通过与其进行聊天方式增加与患者的互动，帮助患者适应治
疗环境，增加患者的归属感，对于排解患者对于治疗的抵触
情绪具有重要价值。 

本研究对患者采用放松疗法和心理护理干预治疗老年
GAD 患者，结果发现，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患者护理后的
焦虑程度明显减轻，抑郁情绪较小。说明放松疗法和心理干
预对于改善患者不良情绪方面有良好效果，这与何江柳等人
的研究结果一致。 

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睡眠质量情况后发现，观察组
患者睡眠质量改善情况显著优于对照组，这与郝际秀等人的
研究结果一致。这可能与放松疗法放松患者心情，帮助调节
神经功能以及心理干预措施能够减轻患者焦虑情绪有关。本
研究表明，对患者实施放松疗法和心理干预不仅能改善患者
睡眠质量和不良情绪，对于提高患者护理满意度水平也具有
重要作用。说明放松疗法和心理干预在增加与患者的沟通，
提高患者治疗体验，改善患者治疗效果等方面具有积极影
响。 

综上所述，通过放松疗法和心理护理干预治疗 GAD 患
者，能够显著改善患者的焦虑和抑郁程度，从而辅助提高患
者的睡眠质量，增加患者疾病治疗的效果，提升患者对于护
理的满意度，减少医患矛盾。GAD 患者病程长，需要进行长
期的治疗与护理干预，研究人员应不断探索更多的护理干预
方法，帮助提高 GAD 患者的治疗效果，其次，本研究中护
理干预措施的应用对象均为老年 GAD 患者，未来，应探索
将本研究的护理干预方法应用于更多年龄段的患者，以探索
本研究更广的临床应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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