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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疗养员大多为退休干部，是国家宝贵财富，其

康复护理是保证生活质量的关键环节，随着医疗卫生水

平的不断提升，疗养中心康复护理质量也得到明显提升，

为提高疗养质量奠定了良好基础 [1]。但随着年龄的增加，

老年疗养员理解能力和认知能力逐渐下降，不配合护理

工作，从而影响病情恢复，也是产生护患纠纷的主要原

因之一。基于此，本文选取本疗养中心 200 例老年疗养

员作为本次的研究对象，时间 2020 年 04 月 -2021 年 04

月，对加以心理康复护理应用价值进行了对比分析，现

阐述如下。

一、资料和方法

1. 一般资料

选取本疗养中心 200 例老年疗养员作为本次的研究

对象，时间 2020 年 04 月 -2021 年 04 月，采取随机颜色球

抽取法将所有疗养员分为参照组（行常规康复护理）和

研究组（加以心理护理），各 100 例。其中参照组男性 60

例，女性 40 例；合并高血压、糖尿病、冠状动脉粥样硬

化、高血脂症的人数比为 40：40：10：10；最小 60 岁，

最大 90 岁，中位数 70 岁。研究组男性 58 例，女性 42 例；

合并高血压、糖尿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高血脂症的

人数比为 41：39：11：9；最小 61 岁，最大 91 岁，中位

数 71 岁。基本资料无较大差异（P ＞ 0.05），符合比较标

准。纳入标准：①知情实验内容。②资料完整。③年龄

大于六十岁（含六十）。排除标准：①无沟通能力。②重

要器官功能损害。③研究过程中退出或死亡。

2. 方法

（1）参照组

本组疗养员予以常规康复护理：予以饮食干预，针

对糖尿病患者要严格限制糖分的摄入，粗粮代替米面食，

多吃新鲜蔬菜，针对高血压患者，应限制脂肪和胆固醇

的摄入，少吃蛋黄、动物内脏、肥肉等食物；予以运动

干预，在病情允许情况下，指导其适当开展户外运动，

例如打太极、围棋等，促进新陈代谢，提高机体抵抗力，

加速疾病转归，开展健康宣教，提高患者对疾病对康复

护理认知程度。

（2）研究组

本组疗养员加以心理护理：

①入院心理干预：疗养员入院后，护理人员应热情

接待，保持爱心、责任心、同情心和耐心，亲近待人，

与疗养员沟通时态度要亲切，服务要贴心，及时向疗养

员介绍院内的环境，介绍食堂、卫生间、活动室等区域

的具体位置及路线，介绍医护给疗养员认识，促使刚入

院的疗养员尽快融入环境，缓解对陌生环境的恐惧，减

少心理压力。

②疗养期间心理干预：

第一，保健疗养心理护理：主要目的是放松心态，

促使疗养员陶冶情操，提高生活质量，为其制定活动计

划，合理分配时间，同时开展心理疏导，引导疗养员正

确面对老年生活，认识到老年期保持良好心态的重要性。

第二，康复疗养心理护理：主要目的是改善疗养员

身体状况，针对合并基础疾病的疗养员，应叮嘱其不要

过度运动，增加心脏负荷，增加沟通，了解疗养员心理

问题，通过获取生活环境、爱好等信息对患者做出整体

评估，开展心理疏导，取得信任，引导疗养员保持积极

心态。

第三，在职干部心理干预：随着年龄的增加，承受

工作压力能力不断降低，部分高龄干部可能会出现焦虑

抑郁等不良情绪，因此在沟通过程中，护理人员要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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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尊重，提供安全感。

第四，退休疗养员心理干预：退休后疗养员生活发

生了变化，容易出现敏感心理，因此，护理中要关心体

贴，及时感受到疗养员的情绪变化，并予以疏导，同时

鼓励其积极参加院内活动，例如打太极，八段锦，景观

疗养，让疗养员体会到自身价值，增强自信。

③出院前心理干预：部分疗养员出院前会产生不舍

等情绪，护理人员应及时疏导，确保顺利出院。

3. 观察指标

（1）对比消极情绪：分别采用 SAS、SDS 自评量表对

在不同护理方式下患者消极情绪改善情况进行评估，分

数越低代表护理效果越好 [2。

（2）对比满意度：采用本院自制的满意度调查表，

总分一百分，满意：80 分（含 80）到 100 分，基本满意：

60 分（含 60）到 79 分，不满意：59 分及以下。

（3）对比依从性：采用评分方式，总分一百分，完

全依从：80 分（含 80）到 100 分，部分依从：60 分（含

60）到 79 分，不依从：59 分及以下为，计算并对比依从

性 [3]。

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18.0 软件进行统计处理，采用方差同质性

检验方法，变量资料以“t”计算用（x±s）示。定性数

据用 x 核实，以（%）表达。各组数据服从方差相同的正

态分布，P ＜ 0.05 为有显著差异。

二、结果

1. 比较满意度、依从性研究组满意度、依从性更高，

组间差异明显（P ＜ 0.05）。详见表 1。

表1　满意度、依从性对比[n（%）]

组别 例数 满意度 依从性

研究组 100 98（98.00） 97（97.00）

参照组 100 90（90.00） 89（89.00）

x2 / 5.674 4.916

P / 0.017 0.027

2. 比较两组心理状态

研究组患者的不良心理改善情况明显优于参照组，

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详见表 2。

表2　心理状态改善情况对比[n（x±s）]

组别
例

数

SAS（分） SDS（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参照组 100 55.44±4.07 45.44±3.64 55.38±2.82 46.67±2.57

研究组 100 55.46±4.02 35.47±3.84 55.32±2.84 37.72±2.56

t / 0.035 18.843 0.150 24.673

P / 0.972 0.000 0.881 0.000

三、讨论

本次研究在康复护理中增加了心理护理，与常规康

复护理相比护理效果更加显著，通过入院心理指导有利

于疗养员尽快适应陌生环境，缓解恐惧、紧张不安等不

良情绪，拉近与医护工作人员之间的关系，减少陌生感，

通过住院期间心理干预，有利于引导其树立信心，体现

自我价值，缓解焦虑抑郁等负面心理，同时通过有效沟

通则增进了护患关系，取得疗养员信任，对减少护患纠

纷和提高疗养员护理依从性具有积极意义 [4]。本次研究

中，两组疗养员护理前 SAS、SDS 评分无明显差距，护

理后研究组低于参照组，同时研究组满意度、依从性

分 别 为 98.00%、97.00%， 明 显 高 于 参 照 组 的 90.00%、

89.00%，说明心理护理在老年疗养员康复护理中的有效

性。

综上所述，加以心理康复护理应用效果更好，可改

善老年疗养员心理状态，减少心理问题，提高依从性，

取得满意护理效果，值得临床推广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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