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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重点分析在针对老年心理焦虑患者进行护理管理过程中采取心理护理干

预措施的应用效果。方法：结合研究的需要随机选取我院护理中心在 2019 年 10 月到 2021

年 1 月阶段内收治的老年心理焦虑患者 80 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护理方法的不同对其分成

对照组和观察组。其中，针对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模式，针对观察组是在对照组的基础之上

进一步实施针对性的心理护理干预措施。结果：观察组患者的焦虑改善情况以及护理满意度

显著优于对照组，P 值小于 0.05。结论：对于老年心理焦虑患者而言，在对其进行护理管理

的过程中，要充分把握患者的心理状态，然后行之有效的进行心理护理干预和应对处理，使

其负面情绪得到充分的消解和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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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研究中，选取我院在 2019 年 10 月到 2021 年 1 月期间接收的 80 例老年心理焦虑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心理护理干预措施的应用价值，希望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可以

为相关从业者和临床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和指导。针对具体情况总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重点选取我院在2019年 10月到2021年 1月期间接收的80例老年心理焦虑患者作为研

究对象，在患者中包括男性 42 例，女性 38 例，年龄范围在 62 岁至 83 岁之间，平均年龄是

73.45 岁。根据护理方法的不同对其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有 40 例，对于两组患者

的基础资料进行对比，未发现统计学差异，P 值大于 0.05，有可比性。

1．2 方法

在护理对照组的过程中采取的是常规护理模式，针对观察组而言，在具体护理过程环

节是在对照组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融入心理护理的相关内容，有效落实相对应的心理护理干预

措施，具体的操作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结合患者的心理特点和焦虑程度，制定

出行之有效的心理护理方案。在具体的心理护理干预措施的执行过程中，要充分明确心理焦

虑的主要特点和患者的实际疾病演化程度，然后制定和落实相对应的心理护理方案和相关内

容。要充分认识到老年心理焦虑患者稳定性比较差，通常情况下情绪控制能力比较低，甚至

呈现出儿童化的趋势，同时敏感性比较高，缺乏足够的包容性，反应比较强烈，甚至可能出

现一定程度的悲观、抑郁等情绪，同时协调能力比较低，会随着环境和事件的变化而发生变

化，且情绪控制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都比较低下。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充分体现在实际的

护理方案的执行过程中来，进而针对各类特点进行行之有效的应对和处理。其次要结合具体

方案的内容，对于老年病患者的失调认知进行相应的改变。针对老年心理焦虑患者而言，在

基础疾病方面往往有多种类型，同时患者的感觉和认知能力比较低下，出现某种程度的失调

认知等相关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需要进一步有效融入针对性的心理护理观念，结合患

者的实际情况与其进行密切的沟通和交流，着重把握患者的内心动态和负面情绪的根源，然

后进行行之有效的干预和改善。针对老年心理焦虑患者而言，往往在认知方面存在一定的偏

差，因此在心理护理过程中就要对其失调认知进行相对应的解释和纠正，科学合理的认识，



这样才能更有效的控制情绪，为各项工作的推进提供前提条件。第三，要避免老年心理焦虑

患者出现自我价值贬低等相关问题，针对某些心理焦虑患者而言，往往出现比较显著的认为

自身无价值，甚至无用废物，累赘等相关问题。另外，某些经济比较困难的家庭，往往因为

治疗疾病的费用使自身的负担加剧，进而在心理层面会出现悔恨、自责等情绪，因此在心理

护理干预过程中要及时有效的发现老年患者的自我认知和自我评价情况，对其负面心理情绪

进行充分的掌握，然后行之有效的进行引导和干预，使其自我价值贬低的问题得到充分的处

理。要进行正面的引导，使患者对自我有清晰明确的认知，向患者讲解老年生活的意义和价

值，并且在肯定他们年轻时的贡献和成绩的时候，进一步激发其对于生活的信心，有良好的

心理导向和正面的心理情绪，进而为其护理满意度的提升和抑郁情况的改善提供必要条件。

第四，要充分维护老年心理交流患者的自尊自信。因为老年心理焦虑患者在内心层面往往比

较脆弱，人格比较敏感，特别是在患者住院之后，往往更加要求被尊重和重视，因此在心理

护理干预过程中，要充分维护患者的自尊自信，使其自尊心得到充分的保证，在交流的过程

中，护理人员要充满耐心和信心，真诚友善，体现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为其提供人文关怀，

对于老年患者的心理疑问或者疑惑要进行教育引导，在饮食运动等方面进行有效配合，进而

体现出应有的心理护理效果。

1.3 观察标准

对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和焦虑改善情况进行对比。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5.0 软件处理，（%，n）表示计数资料结果，χ2 检验；（ x±s）表示计量资

料结果，t检验；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和焦虑评分分别为 95%（38/40）和（62.53±3.56）分，对

照组分别为 82.5%（33/40）和（90.53±2.52）分，可见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效果要明显优于

对照组，P值小于 0.05。

3 结论

从整体情况来看，当前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高度关

注老年患者的医疗护理工作，特别是针对老年患者的焦虑、抑郁等方面的负面性情绪要高度

重视，在有效治疗基础疾病的同时，也要进行心理方面的干预和护理支持，进而为患者生活

质量和治疗总有效率的提升提供必要的支持。针对老年心理焦虑患者而言，在具体的护理环

节要充分实施针对性的心理护理干预，这样才能进一步提升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和生活质量，

呈现出应有的护理价值。基于此，在本次研究中对于观察组患者实施心理护理干预措施，患

者所呈现出的护理满意度以及焦虑改善情况等等要显著优于对照组，P值小于 0.05。

4 结论

总之，在护理老年心理焦虑患者的过程中，进一步结合具体情况实施针对性的心理护理

干预措施，这样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提升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使其焦虑状况得到充分改善，因

此这种方法在临床实践中值得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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