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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目前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现象日益突出仅仅依靠计划

生育和调节老年人口结构等政策均无法解决这些突出的

矛盾老龄化作为我国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与现有社会经

济体制之间的不协调导致了老年慢性病的比例有所上升，

为此制定有效的政策解决老年人的社会问题走可持续发

展道路就尤为重要而慢性病也是急需解决的一项重要任

务其发生率在老年人口中比例明显上升，其中慢性病总

患病率为 93.3%，同时患有 2 种及以上慢性病的老年人约

占 71.8% 在我国常见的老年慢性病患病率和死亡率排在

前几位的主要有呼吸系统疾病 \ 脑血管疾病 \ 恶性肿瘤 \ 心

脏病 \ 高血压 \ 糖尿病等，为此作者采用问卷的形式将对

我国常见的高血压病 \ 恶性肿瘤和慢阻肺患者进行心理状

况和相关因素的评估分析本研究通过建设心理健康管理

平台，应用信息化手段对上海市中心城区老年慢性病患

者建立心理健康档案，了解其心理状况，分析可能的影

响因素，从而为进一步开展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干预提供

理论依据。发展心理学是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2]。

过去，发展心理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儿童，老年心

理的研究比较少。可是现在，老年人问题越来越被人们

所重视，因为社会上老年人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人到

什么年龄称为老年人，过去各国的标准不同。80 年代

初期，联合国把老年人的年龄界限定为六十岁，如果一

个国家老年人占总人口的 10% 以上，就称为“老年型国

家”。按照这个标准，1975 年，全世界的老年人约 3.5 亿，

“老年型国家”有五十多个。预计到 2000 年，老年人将

增加到 5.9 亿。我国解放前的平均寿命是 35 岁，1978 年

已达 68 岁。全国目前老年人已接近一亿，到 2000 年将

达到一亿三千万，占全国总人口的 11%，我国也就成为

“老年型国家”。所以，人口老化，已经引起各国关注，

老年学便逐渐成为一门新兴的边缘科学。老年人的心理

健康就是研究老年间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3]。

一、资料与方法

1. 一般资料

选取从 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2 月我辖区内的老年人

100 例，按照个人身体健康状况分为常规组与观察组，50

例 / 组。常规组患者男 32 例，女 18 例，年龄均在 59 ～ 73

岁，平均年龄（68.51±5.03）岁，病程为 4 ～ 11 年，平

均病程为（7.25±3.87）年；观察组患者男 25 例，女 25

例，年龄均在 61 ～ 77 岁，平均年龄（72.15±5.25）岁，

病程为 3 ～ 13 年，平均病程为（8.13±5.07）年。所有

参加调查研究人员均排除患有其他重大疾病，其中 50 例

为患有慢性疾病的老年患者。对所有老年人的姓名、性

别和文化程度等基线资料比较和分析，均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具有可比性，对两组人员进行个人资料和

其他指标调查研究均获得本人和家属许可。

2. 方法

选择辖区内的 100 例老年患者作为调查对象，调查

形式为调查问卷。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姓名、性别、居住

情况和个人患病史，对其进行记录和分析。在调查过程

中通过调查对象和家属的描述，总结两组人员的慢性患

病情况。与此同时，对两组参加调查人员的心理健康指

标进行分析，其中包括人际关系、偏执、抑郁、焦虑、

恐怖等条目，结合调查结果对患者心理状况比较和总结。

在调查过程中，所有指标评分参考 SCL-90 评量表，评估

心理健康水平 [4]。

3. 判定标准

对所有参加调查的老年人进行系统性的登记和记录，

分析两组人员的个人情况和患病史。并根据患病情况，

对两组人员的人际关系、焦虑、恐怖、偏执等各项心理

状况指标进行分析和比对，病结合 SCL-90 的评估表对两

组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做出总结。

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19.0 的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老年慢性病患者心理健康状况及应对方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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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采用 t 检验，计

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二、教育方法

1. 直观形象的教育：直观资料如电视、图片、幻灯、

录像等，直接讲解，便于老年人理解和记忆。

2. 示范性操作：先由护理人员示范，然后指导病人

训练，直到病掌握为止，如血糖自我测定，有效咳嗽方

法的指导、血压的自我测定等。

3. 个体教育和群体教育相结合：由于老年慢性患者

病程、文化程序及健康知识水平与学习能力的差异很大，

定期组织同类疾病或同类病情的患者举行专题讲座与讨

论，请有经验的患者现身说法，带动其他病人的学习积

极性。

4. 口头教育与书面材料相结合：根据各种疾病的特

点，制成各种教育宣传卡片，然后护理人员对着卡片对

病人进行针对性讲解，然后将卡片发放给病人，教育内

容要具体、反复的讲解，如糖尿病人的饮食，不能暴饮

暴食，多吃南瓜等粗纤维食物，高血脂病人禁止吃动物

内脏，高血压病人睡前不能服高血压药，并且要定期测

血压等，冠心病人应选择低脂、低胆固醇饮食。

通过对老年慢性病患者的健康教育护理，提高了患

者的生活质量和生存质量，密切了护患关系。

三、总结

慢性病是指不构成传染、具有长期积累形成疾病形

态损害的疾病的总称。一旦防治不及时，会造成经济、

生命等方面的危害。慢性病全称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不是特指某种疾病，而是对一类起病隐匿，病程长且病

情迁延不愈，缺乏确切的传染性生物病因证据，病因复

杂 [5]。常见的慢性病主要有心脑血管疾病、癌症、糖尿

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其中心脑血管疾病包含高血压、

脑卒中和冠心病。随着我国人口发展趋势呈老龄化，慢

性病发病人群多以老年人为主。但通过调查研究显示，

慢性老年病患者不仅仅躯体存在疾病，心理也备受伤害。

本文选取了 100 例老年患者分为两组进行调查，其中 50

例患有慢性病老年患者的心理健康指数明显低于无慢性

病的老年人群。主要体现在人际关系、心理偏执、心理

焦虑、心理抑郁等，增加了患者身心负担同时，也影响

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6]。通过对比研究与患者及家属的询

问，影响患者心理健康状态的主要因素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慢性病具有患病周期较长，费用较大等特点，患

者长期受疾病折磨，导致患者心理和情绪起伏不定。同

时，患者自身认为成为家人的经济负担，人际关系就会

发生敏感；第二，慢性病的并发症及致残率较高，就会

让患者产生恐慌、敏感、焦虑的心理状态，不仅形成了

不良的心理状态，也不利于病情康复。因此，综合以上

两组人群调查后，本医院总结应为辖区内老年慢性病患

者及老年人群建立健康档案，随时监测个人的身体情况。

针对患有老年慢性病的患者应定期家访和观察，做好预

后工作，帮助患者建立正确的疾病认识，及时调整患者

的不良心理状况，降低患者的发病率，提高患者的整体

生活质量 [7]。老年人应该情绪稳定，喜怒哀乐处于相对

平衡状态，而喜怒无常则是情绪不健康的表现。同时，

肯定的情绪应该多于否定的情绪，情绪的强度适当，快

乐成为主导心境。有的学者认为，快乐表示心理健康，

就好象体温表示身体健康一样准确。因为快乐往往标志

着人的身心活动的和谐与满意。然而，在日常生活中，

每个人都能遇到一些令人不愉快甚至痛苦的事情。例如，

工作中的失败和控折、疾病、亲友死亡等等，这是不可

避免的。因此，心理健康和不健康的主要差别，不在于

是否产生某种消极情绪，而在于这些消极情绪持续时间

的长短，以及它在人的整个情绪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如

果消极情绪长期积压在心头，经常愁眉苦脸，甚至陷入

悲观、失望、忧愁和恐惧的深渊而不能自拔，那就是心

理不正常的表现。全面了解我国老年人的身心状况做好

老年服务使他们得到较多的社会支持；同时加强宣传教

育更好的沟通与交流并指导老年人建立良好的健康生活

方式为即将到来的人口老龄化做好充分的准备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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