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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研究 

整体护理在老年抑郁症治疗中的价值 

舒巧 

（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 四川 成都 610036） 
 

摘要：目的：谈论整体护理对于老年抑郁症患者的益处。方法：本项研究于 2020 年 7 月正式施行，截止时间是 2021 年 7 月。选用此期间到笔者医

院救治的 72 例老年抑郁症病人作为研究对象，依照护理方案的不同归为对照组与实验组，每小组内部 36 例。前者病人实行常规形式的护理，后者

病人实行整体护理，分析两小组病人的护理满意度、心理情绪变化及生活质量。结果：实验组病人经有效干预后其护理满意度理想增长（94.44%）

比对照组（83.33%）更高组间差异用（P＜0.05）代表，具有研究性。结论：对老年抑郁症患者实行整体护理，有效舒缓患者的病情症状，帮助其尽

快回归家庭及社会的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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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在临床又被称作抑郁障碍，患病患者会经常发生长时间

的情绪低落现象，属于心境障碍当中的一种，随着病情进一步发展，

会从低落的情绪转变成为郁郁寡欢再至伤心欲绝，最终发展到自

卑、抑郁等情绪，病情严重的患者会发生厌世的情况，最后企图采

用自杀的方式来终结自己的余生或者对他人生命造成威胁[1-4]。因

此，此文章就笔者医院特定时间段救治的 72 例老年抑郁症病人实

行研究工作，详细研究成果见以下内容。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项研究于 2020 年 7 月正式施行，截止时间是 2021 年 7 月。

选用此期间到笔者医院救治的 72 例老年抑郁症病人作为研究对象，

依照护理方案的不同归为对照组与实验组，每小组内部 36 例。对

照组当中男性拥有 19 例，女性拥有 17 例；最小年龄层在 60 岁，

最大年龄层在 80 岁，平均年龄层在（70.26±2.35）岁。实验组当

中男性拥有 18 例，女性拥有 18 例；最小年龄层在 62 岁，最大年

龄层在 83 岁，平均年龄层在（71.69±2.47）岁。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对照组病人实施常规形式的护理工作，医护人员依照医嘱对患

者的日常病情变化状况实行详细查看，简述正确用药方式及用药期

间可以出现的不良反应症状等护理内容。 

1.2.2 实验组 

实验组病人在对照组护理方案上，实施整体护理：（1）因多数

疾病患者存在严重的戒备心，因此在患者到院后，医护人员需要引

领患者熟悉病房环境及主治医生等，减低其对医院的陌生及抵触

感，陪伴其做相应检查工作，此期间段多和患者实行交流，增强其

对医护人员的信任与情感交流，给其详细简述护理的重要性，及需

要注意的各类事情，防止患者存在抵触心理。（2）给患者营造适宜

的修养环境，确保病房内的温湿度处于正常范畴，并定时打开门窗，

更换新鲜空气，实行打扫及消毒等基础工作。（3）依照患者的实际

病情症状实行相应的健康知识宣传工作，让其明白保持良好的心理

状态的必要性，与此同时详细简述其病情发作的主要因素及如何正

确预防等内容，定时举行打羽毛球、唱歌等确保患者身心愉悦的活

动，激励其多参与此类活动，多和他人实行交谈，以此提升其社交

自信，与此同时减低负面情绪的自身[5]。 

1.3 观察指标 

（1）护理满意度详情，依照患者或者亲属对医护人员的护理

服务打出的分数进行评估。非常满意：＞85 分。相对满意：72-85

分之间。不满意：＜72 分。护理满意度等于非常满意数量加上相对

满意数量之和。 

1.4 统计学方法 

借助 SPSS 23.0 软件系统实行组间数据处理，计量资料及以计

数资料用（ sx ± ）、（%）表明，经过 t 数值与 x2 数值检验后，组间

存在差异运用 P＜0.05，代表具有统计学研究价值。 

2 结果 

2.1 分析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护理满意度详情 

两组对比可以知晓，实验组病人经有效干预后其护理满意度理

想增长（94.44%）比对照组（83.33%）更高，组间差异用（P＜0.05）

代表，具有研究性，现况看下图表 1。 

表 3 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护理满意度详情分析[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相对满意 不满意 护理满意

度 

实验组 36 24

（66.67） 

10

（27.78） 

2（5.56） 34

（94.44） 

对照组 36 18

（50.00） 

12

（33.33） 

6（16.67） 30

（83.33） 

x2     6.247 

P     0.012 

3 讨论 

现今，我们国家患上抑郁症的患者逐渐变多，病情发作率也逐

年上升，其主要和工作压力上升、生物（主要囊括遗传、神经内分

泌有关联）等众多因素存在紧密联系[6]。在成年阶段人们属于应激

性的生活事件，属于引发抑郁症的关键因素，但此疾病并不是一件

因素引发，而是众多因素一同作用下所引起。 

整体护理属于依照患者的实际病情状况来实行适宜的护理方

案的新模式，并依照其病情变化及发展趋势实行相应变动，旨在于

让疾病患者以积极向上的心态来面对医治过程及日常生活，采用心

理安抚的方式来舒缓及减低其负面情绪的自身，举办多种多样的活

动利于让患者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及家人、医护人员的关爱，帮助其

病情尽早好转，提升其生活质量水平。 

以上所述，对老年抑郁症患者实行整体护理，利于医治疗效得

到理想提升，有效舒缓及减低患者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的滋生，

提升其对医治及护理工作的配合度，充分感受到医护人员及家庭给

予的温暖，预后好转更为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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