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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干预应用于老年广泛性焦虑症患者的效果及对睡

眠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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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老年广泛性焦虑症患者中实施优质护理干预所呈现出的临床效果。方法：分析病例选择在 2022.1～2022.12 时段就诊于我

院的老年广泛性焦虑症患者 410 例，依据随机数字表法开展分组分析，例数均分（n=205 例），对照组应用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应用优质

护理干预，对 2 种护理方式所呈现出的护理效果进行对比和分析。结果：两组失眠严重程度量表（ISI）评分、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

均低于护理前，观察组以上两项指标评分相比对照组明显更低（P＜0.05）；观察组护理后总睡眠时间长于护理前，觉醒次数少于护理前，

睡眠效率高于护理前（P＜0.05）。结论：为老年广泛性焦虑症患者实施优质护理干预，可减轻其失眠严重程度，改善焦虑情绪与睡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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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性焦虑症是以过度紧张、焦虑等为主要表现的常见心

理障碍之一，同时患者多存在头晕、睡眠障碍与心悸等非器质

性躯体不适症状，尤其是在睡眠障碍的影响下，患者焦虑症状

会随之加重，进而影响工作与生活。目前，广泛性焦虑症是病

因尚未明确，该病患者主要接受抗焦虑药物、心理干预等治疗
[1]。但长期观察发现，部分患者仅接受临床治疗的效果并不理想，

为减轻患者的精神压力，使其病情得以改善，还需要在治疗的

同时辅以实施临床护理。优质护理干预是一种全面且系统的新

型护理模式，护理人员在开展过程中对患者身心特征进行充分

了解，并结合患者实际情况提供各项护理服务与指导[2]。基于此，

本院纳入 2022 年 1 月至 12 月期间收治的 410 例老年广泛性焦

虑症患者进行研究，主要实施优质护理干预，现将结果报道如

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410 例老年广泛性焦虑症患者分为两组，所有患者临床资

料比较结果显示 P＞0.05，均于 2022 年 1 月-2022 年 12 月期间

纳入，分组方式：随机数字表法。由 105 例男性、100 例女性

患者构成对照组，该组年龄：50～80 岁，均值（65.71±10.28）

岁；病程：2～10 年，均值（6.72±1.20）年。由 112 例男性、

93 例女性患者构成观察组，该组年龄：50～80 岁，均值（65.37

±10.95）岁；病程：2～10 年，均值（6.38±1.68）年。 

纳入标准：（1）患者病情经相关检查确诊为广泛性焦虑症，

同时出现自主神经症状与运动不安等表现。（2）患者家属同意

加入研究。 

排除标准：（1）合并严重抑郁症、精神病性障碍者；（2）

合并严重肝肾功能障碍、传染性疾病者；（3）合并认知障碍、

恶性肿瘤者；（4）合并急危重症者。 

1.2 方法 

对照组应用常规护理干预，由护理人员提供饮食指导，如

禁烟酒，以少食多餐为主要原则，增加蛋白质与维生素的摄入

量；为患者营造良好的休息环境，遵医嘱应用药物为患者治疗

等。 

观察组应用优质护理干预，方法：（1）健康宣教：护理人

员树立优质服务理念，时刻将患者作为护理中心，首先讲解广

泛性焦虑症的相关知识，包括病因、症状与治疗等；考虑到患

者文化程度并不相同，在开展健康宣教的过程中，结合患者实

际情况合理选择健康宣教的方式，如适当播放视频、图片，再

通过口头讲解的方式，提高患者的理解能力；邀请康复的患者

现身说法，通过文字与语音等方式分享既往治疗经验，增强患

者的康复信心。（2）心理疏导：护理人员注重与患者之间的沟

通，耐心倾听患者的想法，鼓励患者积极倾诉内心；针对患者

提出的问题，护理人员进行详细解答，帮助患者改善不良情绪；

注意观察患者情绪变化情况，一旦发现患者出现焦虑、抑郁等

情绪，及时为其提供心理疏导；在不影响其他患者的情况下，

在病房内播放舒缓且轻柔的音乐，让患者处于身心放松的状态，

促进不良情绪的改善。（3）放松训练：指导患者进行肌肉松弛

与深呼吸放松训练，同时想象身处于溪水边、草地上等舒适的

场景中，在深呼吸的同时放松身心，每日 1 次，每次 15min。（4）

家庭护理：鼓励家属参与到患者治疗与护理工作中，建立家属

主动了解患者的内心，增加陪伴患者的时间，以便掌握患者的

各项情况，及时安抚与鼓励患者，让患者感受到家庭的支持以

及重视。 

1.3 观察指标 

（1）应用失眠严重程度量表（ISI）评分评估两组失眠严

重程度，其中包含 7 个项目，各项目评分为 0-5 分，总分 0-35

分，8 分作为失眠临界值，得分与失眠症状呈正比。（2）记录

两组睡眠质量，包括总睡眠时间（睡眠时间+难眠时间+入睡后

觉醒时间）、觉醒次数（入睡后醒来次数）与睡眠效率（睡眠时

间/总睡眠时间×100%）。（3）评估两组焦虑情绪，评估工具为

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以 50 分为临界值，焦虑情绪与得

分成正比。 

1.4 统计学方法 

处理工具为 SPSS 22.0 统计软件。计量数据（ x ±s）比较

行 t 检验，计数数据（%）比较行 X2 检验。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以 P＜0.05 表示。 

2.结果 

2.1 两组失眠症状程度比较 

护理前两组 ISI 评分比较，差异检验值为 P＞0.05；两组 ISI

评分低于护理前， 

观察组相比对照组明显更低（P＜0.05），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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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 ISI 评分对比（分， x ±s） 

组别 n 护理前 护理后 t 值 P 值 

对照组 205 24.58±5.36 15.72±3.64 10.520 0.000 

观察组 205 24.39±5.48 10.37±5.06 21.775 0.000 

t 值 - 0.126 8.362   

P 值 - 0.683 0.000   

2.2 两组比较睡眠质量 

护理前两组总睡眠时间、觉醒次数、睡眠效率比较，差异

检验值为 P＞0.05； 

观察组护理后总睡眠时间长于护理前，觉醒次数少于护理

前，睡眠效率高于护理前（P＜0.05），见表 2。 

表 2 对比两组睡眠质量（ x ±s） 

总睡眠时间（min） 觉醒次数（次） 睡眠效率（%） 
组别 n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205 341.29±56.73 349.27±50.71 4.92±1.67 4.02±0.37 68.37±5.61 75.43±5.09 

观察组 205 343.09±56.80 354.98±52.46 4.88±1.75 3.46±0.58 68.25±5.40 79.81±5.36 

t 值 - 0.481 16.733 0.807 6.257 0.516 8.552 

P 值 - 0.795 0.000 0.282 0.000 0.370 0.000 

2.3 两组焦虑情绪比较 

护理前两组 SAS 评分比较，差异检验值为 P＞0.05；两组 SAS

评分低于护理前，观察组相比对照组明显更低（P＜0.05），见表 3。 

表 3 对比两组 SAS 评分（分， x ±s） 

组别 n 护理前 护理后 t 值 P 值 

对照组 205 58.28±7.09 50.17±5.49 15.627 0.000 

观察组 205 58.13±7.12 45.30±4.15 24.608 0.000 

t 值 - 0.832 9.186   

P 值 - 0.182 0.000   

3.讨论 

作为常见慢性精神类疾病，广泛性焦虑症近些年发病率的日

渐升高已对老年群体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影响，并且降低了患

者的生活质量[3]。经过长期观察发现，老年广泛性焦虑症患者对日

常生活事件的敏感性较高，特点表现为以偏概全与主观推断等，

其产生的心理负担通常会严重于事件压力程度，导致患者表现为

过度焦虑与难以入睡等[4]。此外，广泛性焦虑症与睡眠障碍具有相

关性，患者会在焦虑情绪的影响下加重睡眠障碍，进而增加焦虑

症状的改善难度。因此，需要患者在接受治疗的同时进行临床护

理，以加快病情的改善进程，改善患者的不良情绪[5]。 

优质护理干预是近些年广泛应用于临床各科疾病患者中的

护理模式，其中包含了诸多内容，如本研究为患者开展优质护

理干预，通过健康宣教与心理护理等方面入手，结果显示：两

组 ISI 评分、SAS 评分均低于护理前，观察组以上两项指标评分

相比对照组明显更低（P＜0.05），这一结果表明优质护理干预

的应用有助于改善老年广泛性焦虑症患者的睡眠质量与焦虑情

绪，使其失眠严重程度显著减轻。分析是护理人员为患者讲解

广泛性焦虑症的有关知识，可让患者的不合理认知得以矫正，

提高对疾病的认知程度以及对治疗的重视程度，促进心理适应

性的改善，重新建立正确的认知，在护理人员的指导下积极面

对治疗，使心理压力得以减轻[6]。开展心理护理的过程中，护患

之间的沟通频率增加，有助于护理人员了解患者的情绪状态，

提供针对性的心理疏导，让患者的不良情绪显著改善，减轻焦

虑症对睡眠质量造成的影响[7-8]。考虑到家属在患者治疗期间发

挥极为重要的作用，护理人员开展优质护理干预时鼓励家属参

与到患者治疗过程中，可让患者获得情感支持，减轻内心的抗

拒情绪或是改善抗拒治疗的行为，而护理人员邀请相关患者现

身说法，传授治疗的经验，也能够增强患者的康复信心[9]。本研

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护理后总睡眠时间长于护理前，觉醒次数

少于护理前，睡眠效率高于护理前（P＜0.05），提示优质护理

干预的实施能够提高患者的睡眠质量。护理人员指导患者开展

放松训练，可让患者对疾病的关注得到转移，从而放松身心，

减轻焦虑情绪，处于舒适的状态中，以积极心态面对疾病，在

一定程度上提升睡眠质量，增加总睡眠时间，减少觉醒次数[10]。 

综上，为老年广泛性焦虑症患者实施优质护理干预，可改

善失眠严重程度与焦虑情绪，提高睡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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