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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研究 

综合护理在老年期精神障碍患者伴发皮肤病护理中的价值 

张小红 

（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 四川 成都 610036） 
 

摘要：目的：对老年期精神障碍伴发皮肤病患者实行综合护理，对其病情的改善效果。方法：本项研究于 2020 年 11 月正式施行，截止时间是 2021
年 11 月。选用此期间到笔者医院救治的 62 例老年期精神障碍患者伴发皮肤病病人作为研究对象，依照护理方案的不同归为对照组与实验组，每小

组内部 31 例。前者病人实行常规形式的护理，后者病人实行综合护理，分析两小组病人的护理满意度、皮肤疾病治愈率、心理情绪及生活质量。结

果：实验组病人经有效干预后其护理满意度及皮肤疾病治愈率得到理想整张增长且和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对老年期精神障碍伴发皮肤病

患者实行综合护理，利于患者的皮肤疾病得到理想治愈及有效释放其负面情绪，让其以良好的状态配合医治及护理工作的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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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们国家人口老龄化现象的日益严重，大众对于老年性疾

病的关注度日益上升。因老年群体的各类生理功能逐渐弱化，体质

及免疫能力降低，致使众多老年群体带有精神障碍症状[1]。老年期

精神障碍不是特定的精神疾病，广泛上为老年期（年龄大于 60 岁）

各类精神疾病的统称，主要囊括老年期之前发病而医治维持到老年

期的精神分裂症及躁郁性疾病精神病等众多精神疾病，而更为主要

的是其带有起病缓慢而进行性逐渐加重的痴呆现象归为此类患者

的主要病情特征[2-5]。对此，需要对此类患者实行相应的护理服务，

以此降低其患病机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项研究于 2020 年 11 月正式施行，截止时间是 2021 年 11 月。

选用此期间到笔者医院救治的 62 例老年期精神障碍患者伴发皮肤

病病人作为研究对象，依照护理方案的不同归为对照组与实验组，

每小组内部 31 例。对照组当中男性拥有 17 例，女性拥有 14 例；

最小年龄层在 60 岁，最大年龄层在 80 岁，平均年龄层在（70.16

±2.13）岁。实验组当中男性拥有 16 例，女性拥有 15 例；最小年

龄层在 62 岁，最大年龄层在 83 岁，平均年龄层在（71.54±2.68）

岁。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对照组病人实行常规形式的护理，即对确保病房内的安全与环

境质量管控，实行日常的娱乐活动等护理内容。 

1.2.2 实验组 

实验组在对照组的护理方案上，实施综合护理。（1）给予患者

理想的病房条件。因病房患者较多、空间相对密封等情况，医护人

员需要早晚打开一次门窗，确保空气新鲜；把病房内的温湿度调整

到患者适宜的范围中，确保病房内部环境始终干净、卫生，提升患

者的在院舒适度。（2）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辅助患者实行洗澡 3

次，每天餐后 30 分钟实行洗漱工作，确保其皮肤始终处于干燥及

干净的状态下。规避及禁止运用他人的生活用具，规避交叉感染事

件的发生。察觉患者的衣物脏、湿等现象时，马上督促其更换新的

医护，确保外衣每周清洗 2 次，贴身衣物每周清洗 3 次的频率，确

保穿着干净、舒适。（3）实行健康知识宣传工作。依照疾病患者遇

到的皮肤病状况实行一周 1-2 次的集中讲述皮肤疾病知识，分发知

识健康小册。健康知识宣传主要以激励、表扬为主，讲述救治成功

的例子及传授预防皮肤病等内容，促使患者在心情愉悦的情况下提

升其对疾病预防及医治的自信。 

1.3 观察指标 

（1）护理满意度及皮肤疾病治愈率，依照患者对医护人员的

服务质量提出的评分状况与患者的皮肤疾病医治详情实行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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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两小组病人的护理满意度及皮肤疾病治愈率 

组间数据对比可以知晓，实验组病人经有效干预后其护理满意

度及皮肤疾病治愈率得到理想整张增长且和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

用（P＜0.05）代表，具有研究性，现况看表 1。 

表 1 两小组病人的护理满意度及皮肤疾病治愈率分析[n(%)] 

组别 例数 护理满意度 皮肤疾病治愈率 

实验组 31 29（93.55） 30（96.77） 

对照组 31 25（80.65） 26（83.87） 

x2  7.405 9.517 

P  0.007 0.002 

3 讨论 

在院精神病办法皮肤病患者的病情发作时长都不相同，且种类

复杂，所呈现的焦虑、不安等情绪医护人员普遍评定为精神症状，

对其办法的皮肤病重视程度较低。没有充分看重皮肤属于人体最为

外层的器官，起着保护身体重要部分的作用，倘若皮肤受到外界的

袭击，就会对患者的精神状态造成严重威胁。 

实验组病人经有效干预后其护理满意度及皮肤疾病治愈率得

到理想整张增长且和高于对照组。常规形式的护理工作欠缺对老年

期精神障碍办法皮肤病患者的心理层面的关注度不足，需要实行以

患者的实际病情及需要的综合护理方式，对其身心层面实行全方面

的护理工作，能有效预防皮肤病的发生机率，及其医治期间与预后

状况良好，让患者在心情愉悦的条件下主动配合医治及护理工作的

展开，提升其对医治自信及医治疗效。 

以上所述，对老年期精神障碍伴发皮肤病患者实行综合护理，

所取护理成果达到理想预期标准，有效增强患者对皮肤病的认知及

减低其负面情绪的滋生，利于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增强患者对医

护人员的信任感，主动配合医治及护理工作的良好实行，值得广泛

运用在疾病患者的护理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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