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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老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心理特征，制定护理对策。方法：回顾性分析2022年1月-2022年12
月期间在本院就诊治疗的老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临床资料为研究对象，共计50例，分析患者的心理特征，比较实施

护理干预前后患者的SAS评分（焦虑评价量表）、SDS评分（抑郁评价量表）的变化。结果：对50例老年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患者护理干预后SAS、SDS评分明显降低，数据差异明显，P＜0.05，存在对比意义。结论：分析表明，对老年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患者的心理特征进行分析后，采取针对性心理护理干预对策，包括心理指导、健康教育等，可有效改善患者的不

良心理状态及负性情绪，康复信心明显得到提升，治疗效果与患者心理状态有一定相关性，心理状态改善后治疗效果也得

到显著提高，给予老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有效的心理护理干预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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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and 
formulate nursing strategies.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50 elderly patients with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who we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2 to December 2022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tients were analyzed, and the changes of SAS (anxiety assessment scale) and SDS (depression assessment scale)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SAS and SDS scores of 50 elderly patients with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after nursing intervention, with significant data difference (P<0.05). Conclusion: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after the analysis of th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lderly patients with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targeted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s, including psychological guidance and health educat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atients’ bad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negative emotions, and the rehabilitation confidence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treatment effect has a certain correlation with the patients’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the treatment effect has also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fter the improvement of psychological state, It is of great clinical significance to give effective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to elderly patients with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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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生以来，其中感染、重型、危

重型和死亡病例多为老年患者，这主要是由于大多数老年

人患有基础疾病，免疫功能、抵抗力较差，是传染病的易

感和高发人群，容易感染上新型冠状病毒 [1]。在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下，老年人或多或少会感到恐慌、焦虑，在当新

冠肺炎发生在老年人身上时，其恐惧、焦虑等不良心理问

题会加重，严重时会影响疾病的治疗效果，不利于病情的

恢复，并且有加重的可能。有研究显示，心理因素在疾病

的发展和痊愈过程当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

要分析老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心理特征，制定针对

性护理对策，改善患者心理问题，积极配合相关治疗及护理，

提高治疗效果，促进预后。

1 1 资料与方法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 2022 年 1 月 -2022 年 12 月期间在本院就

诊治疗的老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临床资料为研究对

象，共计 50 例，分析患者的心理特征，比较实施护理干预

前后患者的 SAS 评分（焦虑评价量表）、SDS 评分（抑郁

评价量表）的变化，其中男性患者 29 例，女性患者 21 例，

患者年龄区间 65-87 岁，均值（75.32±7.61）岁；所有入选

患者及家属都已明确知道研究过程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纳入标准：年龄 ≥65 周岁；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

病学史；临床资料完整。排除标准：先天疾病；严重心脑

血管疾病；肝肾等器官功能不足；恶性肿瘤；感染性疾病；



国际护理医学：5 卷 7 期
ISSN: 2661-4812

182

严重精神障碍；语言障碍；认知障碍；中途转院；不愿配

合研究工作。

1.2 方法

1.2.1 老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心理特征分析

（1）因隔离环境导致焦虑、抑郁

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逐渐退化，加上部

分老年患者伴有基础疾病，需要被照顾，但由于新冠病毒

肺炎的隔离治疗相关要求，要离开熟悉的家人以及熟悉的

生活环境，来到医院这个陌生的环境中，患者心理上势必

会发生一些变化。没有了家人的陪伴，会产生孤独感，面

对身穿防护服的医务人员，看不到面容和表情，还会产生

距离感，且对疾病的预后情况也是未知的，所有焦虑、紧张、

恐惧、消极等负性情绪油然而生。

（2）交流障碍导致孤独、无助

大部分老年患者会有听力、视力减退的情况，且表达

能力不足，容易出现沟通不畅等交流障碍 [2]。部分老年患

者不会使用手机等电子产品，不能与家人联系，没有家属

陪护，特别是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患者，不能表达自己的

需求，导致内心的孤独感、无助感加重。

（3）对新冠肺炎知识了解不足导致恐惧

老年患者学习能力有限，科学辨识度不高，对识别信

息真伪的能力有限，容易被各种不实消息误导，接收外界

的新闻信息，加重心理负担，总担心治疗不好，认为自己

已经时日无多，变得恐惧、暴躁 [3]。

（4）重症患者面临死亡的威胁时的恐惧心理

老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重症患者，面临死亡的威胁，

通常都会有恐惧的心理 [4]。有的患者在经历急性呼吸窘迫

综合征、多器官脏器受损、各生命指标下降的过程清醒后，

会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

1.2.2 针对性护理对策

（1）加强健康教育

为患者建立积极心态，让患者了解重大疫情出现时正

常的心理反应和躯体反应，调整心态，有利于治疗 [5-6]。由

于老年患者学习、认知能力有限，护理人员要加强对患者

的健康宣教，提高老年患者对新冠肺炎相关知识的了解。

通过发放宣传手册、观看视频等形式进行宣教干预，积极

与患者沟通交流，为患者讲解新冠肺炎的相关知识，如疾

病的发病原因、途径、病情变化、治疗方式、预防措施、

治疗效果及注意事项等，使患者充分认识疾病。

（2）加强环境护理

加强病房环境的管理，按时消毒、清扫，做好空气流

通换气，在允许的情况下可持续开窗通风，病房内设置空

气消毒机，配备专用消毒液按时喷洒，每天消毒擦拭病房

内的物品，包括桌面、卫生间、门橱把手等 [7]。

（3）针对性心理护理

老年新冠肺炎患者在隔离治疗期间由于种种原因会产

生不良心理问题，为避免患者不良情绪影响治疗，护理人

员要及时主动发现患者的负性心理问题，积极与患者进行

沟通交流，要有耐心，不可急躁，给予患者鼓励、倾听、

安慰等心理疏导，缓解内心的压力，增强治疗信心。可在

病房内进行有助于稳定情绪和身体康复的活动，在身体状

况允许时适度运动，或听歌、看视频等来放松心情，调整

情绪 [8]。可以通过电话或视频与家人保持联络，获得情感

支持和鼓励。

（4）生活护理

老年患者身体机能逐渐退化，并伴有基础疾病，需要

被照顾，护理人员要主动为患者提供生活照顾，勤巡视，

以朋友的方式与患者交流，了解患者需求，让患者感到被

关怀，被重视，感受到医护人员的情感支持。

1.3 观察指标

比较护理前后患者的 SAS 评分、SDS 评分。

1.4 统计学方法

调研中所有数据资料均运用 SPSS23.0 系统实行专业分

析，当中计数数据运用（x±s，%）代替，差别比照运用 t、
x2 检测。若比照结果 P ＜ 0.05，则说明实验价值显现。

2 2 结果结果

2.1 实施护理前后患者 SAS 评分、SDS 评分比较见表

1
表 1 实施护理前后患者 SAS 评分、SDS 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SAS 评分 SDS 评分

护理前 50 56.32±5.83 58.71±5.73
护理后 50 35.18±3.53 36.25±3.61

3 3 讨论讨论

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全球不断传播，每个身

处其中的普通民众都面临着未知的疾病风险，觉得紧张、

不安，担心疫情无法控制，许多老年人因为身体情况较差，

心理应对能力较弱，信息处理能力较弱等，情绪波动更大，

更为敏感。老年新冠肺炎患者常常会出现恐惧、焦虑、无

助等不良心理，要重点关注老年患者的心理健康 [9-10]。通过

分析老年患者的心理特征，了解老年患者不良心理状态的

发生原因，采取针对性心理护理干预对策，来帮助老年患

者改善负性心理问题，保持良好积极的心态面对疾病的治

疗，有利于更快的康复。在老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隔

离治疗期间，加强对患者的心理护理、健康教育、生活护

理、环境护理，提高老年患者对疾病的认知程度，科学的

接受关于疾病的信息，保持良好的情绪状态。在生活方面

给予患者更多的照顾，拉近与患者之间的距离，让患者更

信任医护人员，尽量满足患者的需求，缓解患者的孤独感、

无助感，让患者感受到来自医护人员的情感支持。在环境

方面给予患者一个良好舒适的病房环境，有助于改善患者

的不良情绪，保持良好心态，促进患者康复。

综上所述，对老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心理特征

进行分析后，采取针对性心理护理干预对策，包括心理指导、

健康教育等，可有效改善患者的不良心理状态及负性情绪，

康复信心明显得到提升，对促进患者康复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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