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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人文关怀护理对老年病患者的影响及作用 

李  妍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八医院 河南郑州 450042) 
摘要：目的：本文主要针对人文关怀护理进行探讨分析，并总结其在老年病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取在 2021 年 3 月-2022 年 3 月于我院接受治

疗的老年病患者 100 例，均分两组进行研究，研究围绕不同护理措施展开，人文关怀护理（研究组）和常规护理（参照组），鉴于两组护理方式不相

同，对患者临床生活质量、治疗依从性、护理满意度进行数据统计，对获得结果利用统计学工具进行测评，以判定护理效果。结果：通过数据统计，

护理前可见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均较低，而且组间无明显性差异（P＞0.05）；护理后患者各项生活质量评分均有所提高，以研究组分值最明显，

显著高于参照组（P＜0.05）；治疗依从性及患者满意度均以研究组显高，总数据分别为 49（98.00%）、40（80.00%），参照组总数据分别为 40（80.00%）、

39（78.00%）明显偏低，组间数据差异性较大（P＜0.05）。结论：施于老年病患者人文关怀护理，能够帮助患者生活质量得到全面提升，令其临床

治疗依从性提高，同时获得患者满意，护理服务质量较高，具有临床广泛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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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Objective 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and analyzes the humanistic care nursing, and summarizes its application effect in elderly pat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100 elderly patients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21 to March 2022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for research. The 
research was carried out around different nursing measures, humanistic care nursing (study group) and routine nursing (reference group). The clinical quality 
of life, treatment complianc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and the results were evaluated by statistical tools to determine 
the nursing effect. Results Before nursing, 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lower, 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All 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s of patients were improved after nursing, and the scor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the most obvious,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reference group (P < 0.05). Treatment compliance and patient satisfaction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study group, the 
total data were 49 (98.00%) and 40 (80.00%), respectively. The total data of the reference group were 40 (80.00%) and 39 (78.00%), respectively,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and the data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great (P < 0.05). Conclusions Applying humanistic care to elderly patients can help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improve the compliance of clinical treatment, and obtain patients' satisfaction, and the quality of nursing service is high, 
which has a wide clinical us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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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人均年龄的增长，我国目前已步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为

特殊群里，机体功能均有所下降，患病几率增加[1]。临床常见高血压、

心脏病、老年痴呆等病症，患病后需及时治疗，避免病情加重，导致严

重后果[2]。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对临床治疗有较高要求，同

时对临床护理服务也是重点关注。研究表明，高质量的护理措施，通过

针对性、细致的护理有助于患者在治疗期间积极配合，从而提升治疗效

果，保证预后。本文主要针对人文关怀护理进行探讨分析，并总结其在

老年病患者中的应用效果。同时取在 2021 年 3 月-2022 年 3 月于我院

接受治疗的老年病患者 100 例进行研究，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取在 2021 年 3 月-2022 年 3 月于我院接受治疗的老年病患者 100

例，均分两组进行研究，统计一般资料如下：研究组性别比各占 50%，

年龄范围 60-80 岁，平均值(70.19±2.38)岁；参照组性别比为，男 24

（48.00%），女 26（52.00%），年龄范围 60-82 岁，平均值(71.33±2.45)

岁，统计结果得出并无统计学意义 P＞0.05，符合分组规定。 

1.2 方法 

参照组：常规护理措施为院内基本护理，按照基础操作流程实施[3]。 

研究组：以常规护理为基础，更深入的开展人文关怀护理，① 组

建人文关怀护理小组，对小组成员进行培训，促使其熟练掌握护理方法

及护理流程，以此提升其临床护理能力。同时护理措施在临床应用期间，

需确保操作规范，实施内容更具针对性[4]。② 对入院治疗的患者病情详

细了解，并对其进行相关疾病的健康教育。让患者对自身病情有更深入

的了解[5]。告知其疾病的治疗方法，鼓励其正面面对疾病，分享治疗成

功病例，给予其治疗信心。③ 针对患者性格、文化水平等基本情况进

行了解，密切关注患者病情变化以及心理情绪变化，临床与患者多沟通、

交谈，了解其困扰、担忧，并尽可能的帮助其解决合理要求[6]。在与患

者的交谈中，我经常从关心的角度询问患者需要什么，从而缩短与患者

之间的距离，让患者感到温暖[7]。④ 为患者营造舒适的治疗环境，张贴

警示标签，为防止患者坠床或跌倒，在洗手间、走廊等处设置防滑垫、

扶手等安全措施[8]。定期做好清洁工作，帮助患者合理地摆放常见物品，

并将其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可以将床上的床单等物品换成患者自己

的，让患者消除陌生感，感到温暖。 

1.3  判定标准 

鉴于两组护理方式不相同，对患者临床生活质量、治疗依从性、护

理满意度进行数据统计，对获得结果利用统计学工具进行测评，以判定

护理效果[9]。 

1.4 统计学方法 

计数(n%)代表率，χ2 检验；计量（`x±s），t 检验。文中所生成的

数据均借用 SPSS21.0 数据包处理，P＜0.05 显现检验结果有意义。 

2 结果 

表 1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生活质量评分（`x±s） 

组别 例数 时间 情绪功能 认知功能 躯体功能 角色功能 

护理前 53.16±2.38 54.52±2.17 54.19±2.44 55.32±2.17 
研究组 50 

护理后 86.10±2.24 87.46±2.73 87.59±2.58 86.63±2.38 

护理前 58.33±2.28 54.13±2.39 54.88±2.07 55.66±2.21 
参照组 50 

护理后 70.10±2.37 73.55±2.16 73.92±2.41 75.51±2.33 

表 2 对比两组患者的治疗依从性[（n）%] 

组别 例数 完全依从 一般依从 不依从 总依从率 

研究组 50 36（72.00%）13（26.00%）1（2.00%） 49（98.00%）

参照组 50 20（40.00%）20（40.00%）10（20.00%）40（80.00%）

P     ＜0.05 

表 3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研究组 50 29（58.00%）20（40.00%）1（2.00%） 49（98.00%） 

参照组 50 18（36.00%）21（42.00%）11（22.00%）39（78.00%） 

P     ＜0.05 

3 讨论 

人文关怀作为一种新型的护理干预措施，不仅对疾病进行有效的护

理干预，而且对患者的心理、生活、工作等都予以悉心关注，使患者感

到温暖[10]。 此种护理模式从人的本性以及生活层面出发， 临床除有效

治疗外，同时给予其情感干预、生活干预等，促使患者多方面需求得到

满足[11]。老年病患者临床治疗期间应采用以人为本的护理服务，为其提

供更具针对性的护理干预，有助于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预后等全面提

升。 

本文主要针对人文关怀护理进行探讨分析，并总结其在老年病患者

中的应用效果。通过对研究结果的数据进行统计，护理前可见两组患者

生活质量评分均较低，而且组间无明显性差异（P＞0.05）；护理后患者

各项生活质量评分均有所提高，以研究组分值最明显，显著高于参照组

（P＜0.05）；治疗依从性及患者满意度均以研究组显高，总数据分别为

49（98.00%）、40（80.00%），参照组总数据分别为 40（80.00%）、39

（78.00%）明显偏低，组间数据差异性较大（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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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施于老年病患者人文关怀护理，能够帮助患者生活质量

得到全面提升，令其临床治疗依从性提高，同时获得患者满意，护理服

务质量较高，具有临床广泛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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