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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究相比于应用常规手段治疗老年痴呆症患者，应用康复治疗法的临床效果。方法：将二零一八年三月一日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一日

在我院进行治疗的 90 例老年痴呆患者作为治疗观察对象，依据就诊先后顺序，将前 45 例患者纳入常规治疗组，将后 45 例患者纳入康复治

疗组。常规治疗组采用一般性治疗手段，康复治疗组采用功能性康健治疗。实验观察对比指标为患者的治疗成效和精神状态。结果：康复

治疗组的简易智能量表得分为（15.8±3.4）分，相比于常规治疗组的（10.6±3.6）分，其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康复治疗组的治疗人

数为 40 人，占比为 88.89%，相比于常规治疗组的 66.67%，其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结论：相比于常规治疗手段，应用康复治疗法治

疗老年痴呆症可以起到显著疗效，帮助患者恢复正常的精神状态并逐步提升患者的认知功能，因此极具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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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我国罹患老年痴呆症的人数正在不断激增[1]。发病后，

老年痴呆症患者不仅会丧失完善的运动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而且

还会出现智力下降、精神状态混乱以及生活自理功能退化等严重症

状。由于目前并没有形成老年痴呆症的特效治疗手段，因此老年痴

呆症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着患者的晚年生活质量并威胁着患者的生

命安全，同时还会给家庭、社会造成严重的心理和经济负担。因此，

文章主要分析了一般治疗手段与康复治疗方法的实际应用效果，探

究了康复治疗方法的临床价值。现进行详细报告。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二零一八年三月一日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一日在我院进行治

疗的 90 例老年痴呆患者作为治疗观察对象，依据就诊先后顺序，

将前 45 例患者纳入常规治疗组，将后 45 例患者纳入康复治疗组。

90 例患者均已在我院被诊断为老年痴呆症，符合临床医学诊断标准
[2]。在常规治疗组中，男性患者与女性患者人数比例为 30:15，年龄

集中在 70 岁左右；在康复治疗组中，男性患者与女性患者人数比

例为 28:17，年龄集中在 71 岁左右。经检验，两组患者的基础资料

和实验前的各项指标数据均十分接近（P>0.05），可以继续展开研

究。 

1.2 实验方法 

常规治疗组采用一般治疗手段，包括对患者进行日常护理、房

间消毒以及认知功能简单训练等。 

康复治疗组采用功能性康健治疗。具体包含以下内容：由护士

对患者的生活状态进行综合评估，了解患者的具体情况。对患者需

先采取心理治疗，即通过鼓励患者面对疾病、配合治疗帮助患者建

立自救意识。对于生活无法自理的患者应当悉心照料，如果患者保

留有一定的交流能力，应当促进患者之间的沟通，并采取团体治疗

的方法帮助患者提升认知水平。通过医护人员的温情陪伴以及患者

之间的融洽交流帮助患者从负面情绪中抽离出来，从而更加积极的

面对自身病情。如果患者保留有一定的运动功能，应当鼓励患者进

行体育锻炼，通过制定合理、有效的康复计划帮助患者提升身体机

能，改善精神状态。如果患者运动能力受限，则应该由他人协助进

行简单运动技能培训。此外，还需要针对患者的记忆功能进行康复

性治疗，由浅入深逐步帮助患者提升智力水平。 

1.3 观察指标 

实验观察对比指标为患者的治疗成效和精神状态。测量患者的

精神状态使用简易智能量表[3]。治疗成效分为三级：显著有效、有

效及无效。治疗有效率为显著有效人数和有效人数的总和占总人数

的比例。 

1.4 统计学方法 

统计数据处理由 SPSS21.0 软件完成。计量数据组间比较由 t 检

验完成，计数数据组间比较由 c2 检验完成。以 P<0.05 为差异显著

性判断依据。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简易智能量表得分对比分析 

康复治疗组的简易智能量表得分为（15.8±3.4）分，相比于常

规治疗组的（10.6±3.6）分，其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 

2.2 两组患者治疗有效率对比分析 

康复治疗组的治疗人数为 40 人，占比为 88.89%，相比于常规

治疗组的 66.67%，其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具体数据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有效率对比分析 

组别 N 显著有效人数 有效人数 无效人数 治疗有效率（%） 

常规治疗组 45 7 23 15 30（66.67） 

康复治疗组 45 13 27 5 40（88.89） 

3 讨论 
针对老年痴呆症的康复治疗主要包括疏通患者情绪，修复认知

功能以及体能训练等方法。经过长期实践，该方法已经获得了大量

病人及病人家属的认可，该方法帮助患者转移了部分注意力，教会

了患者如何管理情绪，提升了患者的配合治疗意愿度，提升了患者

的治疗效果。此外，由于护士对患者的生活状态进行了全面评估，

从心理、生理等方面持续性地给予了患者治疗相关帮助，因此构建

了和谐的医患关系，帮助患者进一步提升了应激水平，改变了患者

对医院及医务人员的固有看法。 

从本次实验的结果来看，康复治疗组的简易智能量表得分为

（15.8±3.4）分，相比于常规治疗组的（10.6±3.6）分，其差异具

有显著性（P<0.05）。康复治疗组的治疗人数为 40人，占比为 88.89%，

相比于常规治疗组的 66.67%，其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因此

可认为，相比于常规治疗手段，应用康复治疗法治疗老年痴呆症可

以起到显著疗效，帮助患者恢复了正常的精神状态并逐步提升了患

者的认知功能，因此极具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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