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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干预在老年病护理中的应用 
苏晓钰 

（石家庄市人民医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00） 

摘要：目的：分析老年病护理工作中的心理干预措施及其实施价值。方法：随机选取 2021 年 4 月-2020 年 1 月间本院收治

的 46 例老年病患者进行心理干预研究，加强护理中的心理干预，选取同期收治的 48 例老年病患者作为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

干预，比较两组病人护理前后的负性情绪评分情况及护理后的依从性。结果：护理后观察组病人的护理依从性各项评分均高于

对照组，P＜0.05；护理后所有病人焦虑、抑郁评分均获得明显改善，低于护理前，P＜0.05，且观察组病人护理后评分低于对

照组，P＜0.05。结论：在老年病患者治疗期间加强心理干预可削减病人的消极心理，提升病人对疾病的客观认知，增强护理依

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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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是我国面临的严重社会问题，老龄人口数量的增

加伴随着老年病发病率的增加，对患者的正常生活造成严重

影响。因老年人年龄因素影响，在老年病救治中存在诸多障

碍，做好病人的护理干预十分必要。笔者针对 46 例病人开展

护理研究，现将详情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于 2021 年 4 月-2020 年 1 月开展，选取期间本

院收治的 46 例老年病患者为研究对象，设为研究组，并以同

期收治的 48 例老年病患者作为对照组。研究组中男性 27 例，

女性 19 例，年龄 60-86 岁，平均（73.20±2.20）岁；对照组

中男性、女性各 24 例，年龄最大 88 岁，年龄最小 60 岁，平

均（74.18±3.17）岁。两组病例的一般临床信息无明显差异，

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病人治疗期间给予常规护理方案，依据病人的各

项指标和疾病症状给予针对性的护理服务和抢救措施。每日

按照医嘱为病人提供药物，指导患者合理用药、科学饮食。

做好常规环境护理，为病人创造良好的治疗和护理环境【1】。 

研究组病人加强临床期间的心理干预：①接诊时心理护

理：病人就诊即可应给予热情的接待，主动与病人打招呼，

进行简单的科室环境、病区环境介绍，简要介绍医护人员，

消除患者的陌生感。给患者留下热情、亲切的印象，增加患

者和家属的信任感。②个性化心理护理：根据病人的疾病情

况制定针对性的护理方案，做好与患者和家属的沟通工作，

为病人及时提供疾病进展信息，实现护患信息对等。结合病

人的性格特点、学历水平和家庭情况等予以个性化的疏导，

帮助患者缓解焦躁、不安等负性情绪，鼓励患者积极面对治

疗。对于恐慌情绪严重的病人，应多列举成功治疗的优秀案

例，使患者获得更多的信心。③优化护患沟通技巧：护患沟

通是心理护理干预的重要内容，护士应重视护患沟通的方式

方法，多关心病人，沟通中使用委婉谦和的语气进行，耐心

为患者和家属答疑等。④加强知识宣教：掌握充足的疾病知

识是患者能够积极配合诊疗工作的重要前提，护士应对病人

进行及时、全面的知识宣教，使患者了解自身疾病的发生原

因、发展机制、治疗方式、注意事项以及护理干预的积极意

义。促使患者能够按照医护工作者的正确指导积极配合，改

善生活方式、作息方式和饮食方式等。 

1.3 评价指标 

依从性：对所有病人进行为期 28 天的随访，针对病人饮

食、运动、作息和用药四个方面进行依从性评估，每项满分

均为 100 分，分数越高表示依从性越强【2】。 

负性情绪：采用汉密尔顿焦虑、抑郁量表评估病人的负

性情绪发生情况，分数越低代表患者情绪状况越好【3】。 

1.4 统计学分析 

SPSS18.0 统计学软件处理研究数据，采用卡方和 t 检验，

以α=0.05 为检验标准，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依从性 

护理后观察组病人的护理依从性各项评分均高于对照

组，P＜0.05，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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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病人护理后依从情况详情（ sx ± ） 

组别 病例 科学饮食 适当运动 规律作息 按时用药 

观察组 46 93.55±3.30 94.85±3.95 93.06±1.11 97.73±3.10 

对照组 48 83.20±2.80 85.05±2.00 86.30±2.20 88.55±2.25 

t  9.0654 13.6784 11.0659 8.0659 

P  0.0000 0.0001 0.0011 0.0000 

2.2 负性情绪 

护理后所有病人焦虑、抑郁评分均获得明显改善，低于护理前，P＜0.05，且观察组病人护理后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

详见表 2。 

表 2  护理前后病人负性情绪评估详情（ sx ± ） 

分组 
护理前 护理后 

焦虑 抑郁 焦虑 抑郁 

观察组（46 例） 56.33±2.65 58.56±1.77 40.87±1.08*# 41.87±0.54*# 

  对照组（48 例） 55.27±2.54 56.56±1.79 48.66±1.11* 47.21±0.11* 

t 0.8969 1.9499 9.0555 8.0067 

P 0.1000 2.8490 0.0000 0.0000 

注：*表示与护理前比较 P＜0.05，#表示护理后与对照组比较，P＜0.05. 

3.讨论 

老年人身体机能退化，抵抗力下降，疾病发生率显著增

加，在给患者带来一定生理折磨的同时也带来一定的心理压

力。不良的心理情绪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心理应激反应，进而

影响生理机能，产生恶性循环，所以做好病人的心理护理十

分必要。 

心理干预是护理过程中积极影响病人心理活动和情绪的

方式，主要通过护患沟通等形式实现，对于预防和缓解病人

焦虑、抑郁，鼓励病人积极面对治疗等效果显著。接诊时的

热情接待能够消除病人陌生感，增加对护士的信任感，良好

的护患沟通可以营造良好的沟通氛围，拉近护患关系，对病

人进行全面的健康教育能够增涨病人疾病疾病知识，提升依

从性【4】。本次研究中研究组病人护理后的负性情绪改善情况

优于对照组，且依从性优于对照组，P 均＜0.05，证实心理干

预的积极意义。 

综上所述，在老年病患者治疗期间加强心理干预可削减

病人的消极心理，提升病人对疾病的客观认知，增强护理依

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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