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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对老年帕金森患者不良情绪的影响 
居金梅  沈娇  李罡通讯作者 

(湖北省十堰市竹溪县中医医院  竹溪县精神卫生中心  442300） 

摘要：目的：研究心理护理对老年帕金森患者不良情绪的影响效果。方法：选取我院 2021 年 11 月至 2023 年 11 月期间入院接受治疗的老

年帕金森患者 90 例，将其进行随机分组后，分为了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45 例，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方法进行干预，实验组则在对照组的基

础上，增加心理护理干预，并对比两组患者在护理治疗后的临床情绪情况、护理满意度。结果：经对比分析研究结果，两组患者的不良情

绪，如认知障碍、运动障碍和抑郁情绪等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而实验组患者的改善情况优于对照组，经比较，P 均＜0.05，表明本

次临床统计数据，具有统计学研究意义。实验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91.11%（41/45）高于对照组 73.33%（33/45）（X2=4.865，P<0.05）。结论：

在临床治疗老年帕金森患者的过程中，应用心理护理，能够更好的改善患者的情绪不良情况，通过相应的治疗干预进行心理护理，可极大

的满足对患者的治疗需求。在临床中，其心理护理值得进行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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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是中老年常见精神疾病，又称震颤麻痹症，属于中

枢神经病变疾病[1-2]。在临床中，由于其疾病可能导致极大的情

感障碍，因此需要特别关注。这类患者在情绪上存在较大的焦

虑和抑郁特点，因此有相关医疗人员指出，通过心理护理，能

够更好的改善患者的临床表现，对于患者的各项心情因素的调

查等，也能够更进一步的保障其康复的有效性。我院在进行这

一护理干预方式有效性的研究中，就进行了如下对比试验分析，

其报告如下。 

1.资料和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3 年 11 月至 2015 年 11 月期间入院接受治疗

的老年帕金森患者 90 例，将其进行随机分组后，分为了实验组

和对照组各 45 例，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方法进行干预，实验组

则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增加心理护理干预，并对比两组患者在

护理治疗后的临床情绪情况。其中对照组 45 例，男性 23 例，

女性 22 例，年龄 60~80 岁，平均（69.63±5.46）岁，病程 1~5

年，平均（3.51±1.57）年，实验组患者 45 例，男性 24 例，女

性 21 例，年龄 61~81 岁，平均（70.54±5.55）岁，病程 1~5

年，平均（3.22±1.28）年。两组患者均满足国际帕金森综合征

的基本检测特征，经比较患者基本资料均无显著差异，P＞0.05，

表明具有临床可比性。 

1.2.护理方法 

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干预，主要针对患者进行相应的临

床检测，并在治疗用药期间进行相应的临床干预护理。其中主

要包括了饮食护理，如为患者提供一个合理的饮食方案，并定

期进行检测。用药护理则主要针对患者的用药标准进行及时的

治疗管理，并通过预后分析，为治疗提供一个有效的护理环境。

生活方面的护理，主要保证患者处于一个良好的环境之中，如

光照、卫生等，都要保证处于一个优良的环境之中。运动康复

护理，针对患者的康复训练，提供一个更有效的训练模式，并

加强对肌肉紧张度等方面的医护护理。 

实验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增加心理护理。由于患者运

动功能和意识等方面存在一定的障碍，在本想护理上，增加相

应的情绪干预护理，并通过相应的护理干预指导，更好的为患

者以及家属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 

1.3.判断标准 

本次的临床研究信息数据，主要分析患者护理干预后的临

床情绪评分结果作为最终的评定标准。其中主要以焦虑危险因

素和运动障碍以及认知评障碍评分进行判断。本次评分结果中，

运动和认知评分分值越高，表明患者的临床表现越好，而焦虑

情绪评分越高，表明患者情绪越不稳定[3-4]。并采用调查问卷形

式评定患者护理满意度，分为不满意、较满意、很满意 3 项。 

1.4.统计方法 

本次临床数据，具有 SPSS16.0 统计软件来进行统计分析，

检测数据 P＜0.05 时，表明本次临床统计结果符合统计学研究

意义。 

2.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护理干预结果比较 

经对比分析研究结果，两组患者的不良情绪，如认知障碍、

运动障碍和抑郁情绪等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而实验组

患者的改善情况优于对照组，经比较，P 均＜0.05，表明本次临

床统计数据，具有统计学研究意义。具体数据如下表 1 所示。 

表格 1 两组患者的护理干预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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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n 时间 焦虑评分 认知评分 运动评分 

护理前 88.23±5.41 58.45±9.32 62.12±9.32 实验组 45 

护理后 35.21±6.58 81.64±5.15 85.60±7.59 

护理前 88.45±5.23 59.12±9.11 62.05±9.41 对照组 45 

护理后 61.52±5.87 70.63±6.26 74.51±9.22 

t/P 实验组（护理前后） 41.753/＜0.001 14.609/＜0.001 13.104/＜0.001 

t/P 对照组（护理前后） 22.978/＜0.001 6.985/＜0.001 6.345/＜0.001 

t/P 组间比较值（护理前） 0.196/0.845 0.345/0.731 0.036/0.972 

t/P 组间比较值（护理后） 20.016/＜0.001 9.111/＜0.001 6.230/＜0.001 

2.2 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 

实验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91.11%（41/45）高于对照组

73.33%（33/45）（X2=4.865，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n（%）] 

组别 n 很满意 较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实验组 45 16（35.56） 25（55.56） 4（8.89） 41（91.11） 

对照组 45 12（26.67） 21（46.67） 12（26.67） 33（73.33） 

X2 值     4.865 

P 值     0.027 

3.讨论 

帕金森综合征是中老年较为常见的精神疾病，因其主要表

现为运动型障碍疾病，就会严重影响到患者的日常生活质量。

而在进行相应的临床研究中发现，患者的情绪与病态分布形似

等，都存在着较大的问题，需要通过情绪和情感障碍上的抑郁

调节。而改善对治疗体系的护理方案，对改善患者的临床治疗

体验，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经对比分析研究结果，两组患者

的不良情绪，如认知障碍、运动障碍和抑郁情绪等方面，都得

到了极大的改善，而实验组患者的改善情况优于对照组，经比

较，P 均＜0.05。实验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表明本

次临床统计数据对于帕金森患者伴发的临床焦虑情绪改善作

用，通过心理护理，能够更好的降低患者的不良情绪心情，而

对于帕金森患者的不良情绪的影响因素，通过相应的临床研究

发现，应用心理护理干预方式，能够更好的间断患者的恢复效

益，同时对患者的恢复是假，月也能够达到一个较好的环境，

而这一情况，对于生活质量也能够更好的进行改善。 

帕金森疾病的伴发疾病较多，在进行相应的临床改善治疗

中，针对持续性的应激性反应病变控制，可结合相应的心理护

理，保证常规治疗的执行有效性，而在这个过程中，通过相应

的技能训练，结合紊乱调节，并实现对身体的最佳状态保障，

是可以更哈降低患者治疗的安全性的重要因素。在进行相应的

症状病变情况改善治疗中，对于患者的抑郁情绪缓解作用，心

理护理干预，相比较单纯的传统治疗传统护理作用，是可以更

大限度避免不良情绪发生[5-6]。在躯体最佳状态保持状态下，抑

郁症状的表现作用，通过心里护理干预支持，为患者的后续治

疗提供精神支持，效果明显。 

通过本次的临床护理干预对比可以得出结论，在基础护理

干预上，增加心理护理，可以更为精确的了解到患者的思想情

绪，并做好临床引导，并为后续的治疗提供安全帮助，在进行

相应的治疗过程中，配合膳食营养管理，也能够更加有效的保

障治疗的有效性，同时结合治疗改善体验，实现对帕金森患者

在治疗中的康复训练。 

综上所述，在临床治疗老年帕金森患者的过程中，应用心

理护理，能够更好的改善患者的情绪不良情况，通过相应的治

疗干预进行心理护理，可极大的满足对患者的治疗需求。在临

床中，其心理护理值得进行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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