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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式护理模式对改善老年痴呆患者睡眠及

日常生活能力的有效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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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追踪式护理模式在老年痴呆患者护理中的作用。方法：在 2018 年 5 月-2020 年 5 月期间选 110 例老

年痴呆患者分组，对照组行常规护理；研究组行追踪式护理，对比效果。结果：经护理，患者知识掌握均改善，且研究组更

优；经护理，患者睡眠质量均改善，且研究组更优；经护理，患者生活能力均改善，且研究组更优；研究组护理满意度更高，

上述数据有统计价值（P<0.05）。结论：追踪式护理对于老年痴呆患者健康的改善具有积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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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随着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老

年痴呆已经逐渐成为了威胁我国人民群众健康的重要因素。

相关数据显示，作为老年人身体常见疾病中老年痴呆症对于

患者健康的影响相对较大。总的来看，该病的本质是一种神

经系统退行性病变。就目前而言，临床领域对于该病的发病

机制仍处于探索过程中，尚未实现完全解明。从患者的角度

分析，由于受到带病的影响，其往往可在早期出现定向能力

与记忆能力的减退，从而导致患者社会能力的弱化，不利于

其日常生活自理能力的充分保障。与此同时，大量调查数据

表明，约有 40%左右的患者可出现睡眠功能障碍问题，从而

不利于患者精密的合理恢复，对于患者健康极为不利。在临

床护理过程中，基于传统护理模式下，部分医护人员不能长

时间对于患者健康充分关注，进而不利于其日常生活质量的

合理的维系。基于此，积极做好患者护理工作的充分探究已

经成为了当前医护工作者面临的重要任务。本文针对追踪式

护理模式在老年痴呆患者护理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相关内

容汇报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 2018年 5 月~2020 年 5月间选 110 例患者分组，对照

组男 35例，女 20 例；年龄 63~78 岁；研究组男 34例，女

21 例；年龄 62~79 岁；差异无统计意义（P>0.05）。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行常规护理：①合理做好患者生命体征的密切监测；②

有效实现对于护理要点的宣讲；③对其进行治疗药物的发放

并对其使用方法进行合理指导。

1.2.2研究组

行追踪式护理：①组建护理小组：由医护工作者共同组

建护理小组，依据患者情况制定追踪时护理计划并加以执

行，从而确保后面护理工作的全面调整。②不良心理疏导：

医护人员应依据患者实际情况对其心理状态进行系统评估，

以便根据判断现情况确定计划，从而帮助其尽快走出不良心

理的影响。③做好患者质量记录：医护人员应在护理期间有

跳出相对于患者表现的出院记录，以便为护理工作等及时调

整，奠定坚实的基础。④睡眠质量分析：医护人员应积极做

好对于患者睡眠质量情况的分析，针对神经细胞障碍问题的

患者，应结合患者表现与相关住宿实现护理工作的合理转

变，以便帮助患者实现社会质量的优化。

1.3观察标准

将患者知识掌握水平、睡眠质量、生活能力以及护理满

意度作为观察指标。知识掌握水平得分越高越好；睡眠质量

采用 SRSS 量表评测，得分越低表示睡眠质量越好；生活能力

采用问卷调查，得分越高表示生活能力越好；护理满意度采

用满意度量表调查，分为满意、基本满意以及不满意。

1.4统计学方法

用 SPSS22.0 处理数据，（x±s）表示计量资料，行 t

检验，%表示计数资料，行 X2检验，P<0.05，表示差异有统

计意义。

2 结果

2.1患者知识掌握水平对比

经护理，患者知识掌握均改善，且研究组更优，数据有

统计价值（P<0.05）。见表 1。



Medical Tribune 医学论坛 第 3卷第 5期 2021 年

表 1 患者知识掌握水平

组别 n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 55 43.55±2.25 84.91±3.11

对照组 55 43.61±2.45 73.45±3.15

t - 0.134 19.200

P - >0.05 <0.05

2.2 患者睡眠质量对比

经护理，患者睡眠质量均改善，且研究组更优，数据有

统计价值（P<0.05）。见表 2。

表 2 患者睡眠质量

组别 n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 55 33.08±2.12 16.91±0.81

对照组 55 33.12±2.08 22.45±0.74

t - 0.100 37.448

P - >0.05 <0.05

2.3 患者生活能力对比

经护理，患者生活能力均改善，且研究组更优，数据有

统计价值（P<0.05）。见表 3。

表 3 患者生活能力

组别 n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 55 56.55±2.25 83.91±3.07

对照组 55 56.08±2.13 72.47±3.22

t - 1.125 19.070

P - >0.05 <0.05

2.4 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

研究组护理满意度更高，数据有统计价值（P<0.05）。

见表 4。

表 4 患者护理满意度

组别 n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

研究组 55 27 25 3 94.55

对照组 55 15 26 14 74.55

χ2 - - - - 8.419

P - - - - <0.05

3 讨论

相关研究表明，作为临床过程中老年群体常见疾病之

一，老年痴呆症对于患者健康的影响相对较大。对于患者而

言，由于受到环境影响，其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出现渐进性下

滑，从而对患者生活质量极为不利。从医护人员的角度来看，

对于此类疾病的患者而言，为了有效实现其生活水平的合理

提升，医护人员积极结合患者诉求对护理工作进行重新调

整，以便合理实现患者护理综合水平的显著优化。实践表明，

通过追踪式护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医护人员可以有效结合患

者临床过程中的睡眠质量，对其进行合理护理，对于老年痴

呆患者睡眠障碍的充分改善具有积极的促进意义，有利于实

现患者预后健康的充分维系。与此同时，对于护理人员而言

及这个护理模式下，其可以进一步实现对于患者临床症状变

化情况的初步追究，对于患者护理工作要点的及时变革具有

重要的指导作用。此外，大量研究数据显示，通过追踪式护

理模式的顺利开展，医护人员往往可以进一步引导患者实现

对于客户与工作异同性的全面提升，对于良好护患关系的关

键与患者预后健康的改善具有积极的促进价值。研究人员指

出，通过该护理模式在临床过程中的推广，老年痴呆患者生

活质量均得到了明显改善。此外，大量研究资料中均对该护

理模式的应用价值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从而进一步推动

了该模式在老年患者护理工作中的合理落实。

本次研究显示，通过追踪式护理的应用，患者知识掌握

水平、睡眠质量、生活能力以及护理满意度均有所优化。

综上，在老年痴呆症患者护理期间，为了合理促进护理

效果的改善，医护人员应合理做好对护理工作的细化，值得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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