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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护理对帕金森病病人负性情绪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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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叙事护理对帕金森病病人负性情绪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效果。方法：将 2021 年 4 月至 2023 年 8 月间 60 例帕金森病患者，采

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叙事护理）和参照组（常规护理）各 30 例，比较两组情绪及生活质量评分情况。结果：观察组心理状态评分低于参照组，

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参照组，呈 P<0.05。结论：叙事护理措施的介入，能够加强对患者情绪的稳定效果降低负性情绪的影响，可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水平，

促进其健康的有效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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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为临床中较为常见的中枢神经系统变性疾病[1]，是老年神经系

统退行性疾病，病症具有静止性震颤、运动迟缓、肌强直及姿势平衡障

碍等病症表现，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及其身心健康的影响较大。对该疾病

的治疗方法主要通过药物对其中枢神经系统进行纠正修复[2]，加强对患者

营养的支持干预，注意对患者营养的摄入，加强对其心理状态的干预，

稳定患者情绪状态促进治疗护理的有效进行。过程中配合护理干预措施

[3]，促进其肢体功能的恢复从而达到预期的治疗康复效果。据相关文献查

证了解到，相较于常规护理效果叙事护理效果对患者的影响效果更加显

著，以下将叙事护理对帕金森患者负性情绪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效果进行

分析，详细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1 年 4 月至 2023 年 8 月间 60 例帕金森病患者，依据随机数

字表法分为观察组与参照组。观察组 30 例，男 18 例、女 12 例，年龄 59

至 86 岁，平均（72.56±3.45）岁，病程 5 至 8 年，平均（6.57±0.31）年。

参照组 30 例，男 19 例、女 11 例，年龄 56 至 79 岁，平均（67.54±3.28）

岁，病程 4 至 6 年，平均（5.51±0.28）年。两组患者基础资料数据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无精神异常；无肝肾功能障碍；无合并严重心

脏疾病；无药物过敏史；无血液免疫疾病；经相关检查确诊患者为帕金

森疾病；患者均有肢体震颤、动作迟缓等表现；通过伦理委员会批准；

患者家属已了解本次研究目的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无中途退出研究者。 

1.2 方法 

参照组：采取常规护理，对患者病情状况实施详细观察，为患者实

施用药指导告知用药后不良反应表现有哪些，给予患者积极鼓励逐渐提

高患者的治愈信心，提升护理依从性，为其设计相应的饮食计划，为患

者补充机体所需营养，促进健康的恢复，指导带领其进行适当运动锻炼

措施，促进机体功能的恢复。 

观察组：于常规护理基础上实施叙事护理，通过护理人员与患者一

对一的方式同患者进行共同交流，逐渐建立护患之间的信任感，引导患

者将自身不适感及负性情绪叙述出来，给予患者认同感并实施情绪引导，

通过讲解病症对情绪的影响及相关疾病患者最终的治疗效果等临床既往

案例，逐渐提高患者的治愈信心护理依从性，减轻患者的负性情绪。将

患者病房环境进行清洁处理，实施适当环境布置，为患者播放喜欢的电

视节目，转移患者注意力保持良好的情绪状态。为患者讲解疾病知识，

提高其对疾病的了解度，提供既往病例治疗案例，逐渐强化患者的治愈

信心。指导患者按时服用标准剂量的治疗药物，告知其服用药物后不良

反应表现内容，讲解用药禁忌，当出现不良反应时及时告知医护人员进

行处理干预。医护人员应同患者家属共同讨论患者病情恢复情况，指导

其如何引导患者克服病症，过程中为患者设计相应饮食计划，叮嘱其严

谨食用辛辣刺激性食物，使用工具将食物送入患者口中，防止误吸情况

的发生对患者产生影响。为患者按摩腹部，促进胃肠道的蠕动，促进排

便降低便秘情况的发生，叮嘱患者多食用新鲜时蔬及粗纤维食物。根据

患者病情恢复情况，指导其进行步态平衡训练，促进肢体运动功能的恢

复，调整患者体态，依据训练恢复情况逐渐增强运动力度，促进健康的

恢复。 

1.3 观察指标 

（1）心理状态评分（焦虑、抑郁）。 

（2）生活质量评分（社会功能、生理职能、总体健康、活力）。 

1.4 统计学方法 

当 P<0.05 时代表研究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本次研究数据均采

用 SPSS22.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以平均数±标准差表示计量资料

并采取 t 值检验，以百分比表示计数资料并采取卡方值检验。 

2 结果 

2.1 心理状态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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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心理状态评分低于参照组，呈 P<0.05，附表 1。 

注：焦虑临界值为 50 分、抑郁临界值为 53 分 

2.2 生活质量评分 

观察组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参照组，呈 P<0.05，附表 2。 

表 1  心理状态评分对比（分） 

焦虑 抑郁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30 56.25±3.18 32.18±2.16 58.36±3.21 30.10±2.08 

参照组 30 56.31±3.24 42.23±2.28 58.24±3.25 43.58±2.12 

t  0.072 17.526 0.143 24.859 

P  0.942 0.000 0.886 0.000 

表 2  生活质量评分比较（分） 

社会功能 生理职能 总体健康 活力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30 55.25±3.12 91.18±5.06 58.26±3.32 91.22±5.08 53.47±3.21 90.24±5.12 54.19±3.13 85.37±5.28 

参照组 30 55.32±3.18 83.23±5.12 58.32±3.29 82.42±5.12 53.25±3.18 81.21±5.08 54.13±3.02 73.49±5.32 

t  0.086 6.049 0.070 6.682 0.266 6.857 0.075 8.681 

P  0.931 0.000 0.944 0.000 0.790 0.000 0.940 0.000 

注：每项评分满分均为 100 分，分数越高患者越好 

3 讨论 

帕金森病症为老年神经疾病中较为常见多发的神经内科类病症[4]，病

发期间患者的症状表现主要为肢体动作迟缓、思考反应迟缓、睡眠出现

障碍、感知觉出现异常等症状，当病情症状不断的加重时，患者还会出

现幻觉等表现，此时将严重阻碍患者的正常生活[5]，同时对其身心健康的

影响也具有较大的影响。临床中多使用药物对患者病症进行控制效果，

从而实现治疗康复目的。过程中因受到肢体运动功能障碍的影响患者会

产生不同程度的负性情绪，期间需采取相应护理措施稳定患者情绪状态，

提高其治愈信心[6]，从而提高患者的治疗护理依从性，实现最终的治疗效

果。其中常规护理措施主要采用基础健康教育及病情检查，但无法实现

同患者之间的沟通交流，对最终的康复速度及情绪的安抚效果较低。而

叙事护理措施可通过为患者讲解疾病特点及治疗方案、康复效果等方式，

逐渐提高患者的注意信心及其对疾病的了解度[7]，从而提升病症的康复速

度。通过为患者设计相应的饮食计划，保障其机体营养的有效补充，随

后根据患者健康的恢复情况，带领其进行适当的运动锻炼干预，逐渐促

进其肢体运动功能的恢复，过程中加强对其饮食的控制管理，通过按摩

干预促进患者胃肠功能的恢复，防止便秘等并发症情况的发生，达到预

期康复效果。将上述护理研究结果对比可见，观察组心理状态评分低于

参照组，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参照组，呈 P<0.05；叙事护理措施的实施，

可通过同患者沟通交流的方式对其心理情绪状态进行稳定干预处理，从

而强化患者的依从性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可促进患者健康的恢复，达

到理想治疗康复效果。 

综上所述，叙事护理对帕金森病病人负性情绪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效

果显著，可于相关疾病治疗护理过程中推广使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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