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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老年痴呆作为一种常见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

病，给患者及其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随着人口老龄化

的加剧，老年痴呆的发病率也在不断上升。因此，探索有

效的护理康复干预措施，对于提高老年痴呆患者的生活质

量、改善临床治疗效果及预后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选取了2022年7月至2024年8月期间的130例

老年痴呆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经过严格的临

床诊断，符合老年痴呆的诊断标准，包括出现记忆力减

退、认知功能障碍、行为异常等典型症状，并经过专业

的神经心理学评估和影像学检查等进一步确认。在纳入

研究对象时，排除了合并其他严重疾病者，如严重的心

血管疾病、肝肾功能衰竭、恶性肿瘤等，以确保研究

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将这130例患者随机分为对照
组和观察组，每组各65例。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病
情严重程度等方面进行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对照组患者年龄在60岁至85岁之
间，平均年龄为（72.5±5.8）岁；男性患者35例，女性患
者30例；轻度老年痴呆患者25例，中度老年痴呆患者30
例，重度老年痴呆患者10例。观察组患者年龄在61岁至
84岁之间，平均年龄为（73.2±6.1）岁；男性患者33例，
女性患者32例；轻度老年痴呆患者23例，中度老年痴呆
患者32例，重度老年痴呆患者10例。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主要包括生活照料和病情观

察等方面。生活照料方面，护理人员协助患者进行日常

的饮食、起居、个人卫生等活动。例如，根据患者的

口味和营养需求，为其提供合理的饮食安排，确保患者

摄入足够的营养。在起居方面，帮助患者整理床铺、更

换衣物等，保持患者居住环境的整洁和舒适。病情观察

方面，护理人员密切观察患者的病情变化，包括生命体

征、精神状态、行为表现等。定期测量患者的体温、血

压、心率等生命体征，并记录下来，以便及时发现异常

情况并采取相应的措施[1]。同时，观察患者的精神状态和

行为表现，如是否出现情绪波动、烦躁不安、走失等情

况，及时向医生汇报并进行处理。

1.2.2  观察组
观察组实施护理康复干预，具体措施如下：（1）

认知训练：通过记忆训练、思维训练等方式，提高患者

的认知功能。记忆训练可以采用回忆往事、背诵诗词、

辨认图片等方法。例如，护理人员可以与患者一起回忆

过去的生活经历，让患者讲述自己的故事，以激发患者

的记忆。思维训练可以采用数学计算、逻辑推理、拼图

游戏等方法。例如，让患者进行简单的数学运算，如

加法、减法、乘法等，或者进行逻辑推理游戏，如猜谜

语、脑筋急转弯等，以锻炼患者的思维能力。每周进行

认知训练5次，每次30分钟至1小时。（2）生活技能训
练：指导患者进行穿衣、洗漱、进食等日常生活活动，

提高其自理能力。护理人员可以通过示范、指导、协助

等方式，帮助患者掌握日常生活活动的方法和技巧。例

如，在穿衣方面，护理人员可以先向患者示范如何正确

地穿衣服，然后让患者自己尝试，逐步提高患者的自理

能力。在洗漱方面，护理人员可以指导患者如何正确地

刷牙、洗脸、洗澡等，确保患者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

每天进行生活技能训练2次，每次30分钟左右。（3）心
理护理：关注患者的心理状态，给予心理支持和安慰，

缓解其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护理人员可以通过与患

者交流、倾听患者的心声、给予鼓励和赞美等方式，增

强患者的自信心和安全感。同时，护理人员还可以组织

患者参加一些娱乐活动，如唱歌、跳舞、绘画等，以缓

解患者的不良情绪，丰富患者的生活。每周进行心理护

理3次，每次45分钟至1小时。（4）康复运动：根据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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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体状况，制定个性化的康复运动方案，如散步、太

极拳等，促进患者身体功能的恢复。在制定康复运动方

案时，护理人员需要考虑患者的年龄、病情严重程度、

身体状况等因素，确保运动方案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例

如，对于身体状况较好的患者，可以选择散步、慢跑等

运动方式；对于身体状况较差的患者，可以选择太极

拳、八段锦等较为柔和的运动方式。每天进行康复运动1
次，每次30分钟至1小时。

1.3  观察指标
治疗有效率：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和认知功能评估

结果，判断治疗效果。

简易精神状态检查量表（MMSE）和日常生活活动
能力量表（ADL）评分：评估患者的认知功能和生活自
理能力。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评分、爱泼沃斯嗜睡
量表（ESS）评分、睡眠潜伏期和睡眠总时长：评价患者
的睡眠质量[2]。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2.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

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
采用χ²检验。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有效率比较
观察组治疗有效率为96.92％，对照组治疗总有效率

为87.69％，观察组的治疗效果更理想，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 < 0.05）。具体数据如下表1所示：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65 45 18 2 96.92％

对照组 65 38 18 9 87.69％

2.2  两组患者MMSE与ADL评分比较
护理后，观察组MMSE与ADL评分均优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具体数据见表2：
组别 MMSE评分 ADL评分

观察组 25.8±3.2 78.5±6.3

对照组 22.5±2.8 72.1±5.8

2.3  两组患者睡眠质量比较
观察组明显改善PSQI评分、ESS评分、睡眠潜伏期、

睡眠总时长，对比对照组，明显更优，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 < 0.05）。具体数据见表3：

组别 PSQI评分 ESS评分
睡眠潜伏期
（分钟）

睡眠总时长
（小时）

观察组 8.2±1.5 6.5±1.2 15.2±3.1 7.5±1.2

对照组 11.6±2.1 8.8±1.5 22.5±4.2 6.2±1.1

3 讨论

3.1  护理康复干预对临床治疗的意义
护理康复干预在老年痴呆患者的临床治疗中具有多

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一，提高治疗有效率方面，护理康

复干预采用了认知训练、生活技能训练等多种方式。认

知训练通过记忆训练、思维训练等手段，有针对性地刺

激患者的大脑神经活动。例如，在记忆训练中，让患者

回忆过去的重要事件、熟悉的人物或地点，反复强化记

忆痕迹，这有助于激活大脑中与记忆相关的区域，促进

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和信息传递。思维训练则通过数学计

算、逻辑推理等活动，锻炼患者的分析、判断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激发大脑的思维活力。生活技能训练注重培

养患者在日常生活中的自理能力，从穿衣、洗漱到进食

等各个方面进行指导[3]。这种训练不仅提高了患者的实际

生活能力，还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和自我价值感，进而积

极影响大脑的功能状态。这些综合的护理康复干预措施

相互配合，从不同角度促进患者大脑功能的恢复，从而

显著提高了临床治疗的有效率。第二，在改善认知功能

方面，认知训练具有独特的作用。它可以激发患者的大

脑潜能，针对记忆力、思维能力等认知功能进行专项提

升。对于记忆力的训练，除了回忆往事，还可以采用记

忆卡片、故事复述等方法。患者在努力记住卡片上的内

容或复述故事的过程中，大脑的记忆区域不断被激活，

新的神经连接得以建立，从而提高记忆力。思维能力的

训练则可以通过玩智力游戏、进行小组讨论等方式进行。

在智力游戏中，患者需要运用逻辑思维、空间想象等能力

去解决问题，这有助于锻炼大脑的不同功能区域。小组讨

论可以促进患者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激发他们的思考和表

达能力。通过持续的认知训练，患者的认知功能得到逐步

改善，这对于延缓疾病的进展具有重要意义。第三，增强

生活自理能力方面，生活技能训练至关重要。生活技能训

练使患者能够更好地掌握日常生活活动的方法。护理人员

通过耐心的示范和指导，让患者逐步学会自己穿衣、洗漱

和进食。在穿衣训练中，护理人员会教导患者如何区分不

同的衣物、如何正确穿着，并且给予及时的鼓励和肯定。

洗漱方面，详细讲解刷牙、洗脸、洗澡的步骤和注意事

项，确保患者能够独立完成这些基本的卫生活动。进食

训练则注重培养患者的自主进食能力，包括正确使用餐

具、选择合适的食物等。通过这些训练，患者的生活自

理能力得到提高，不仅减轻了家庭的负担，还让患者在

日常生活中感受到更多的成就感和尊严，对他们的心理

健康也产生积极的影响。

3.2  护理康复干预对预后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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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康复干预对老年痴呆患者的预后也有着深远的

影响。

其一，改善睡眠质量方面，心理护理和康复运动发

挥着重要作用。心理护理关注患者的心理状态，给予心

理支持和安慰。老年痴呆患者常常因为对疾病的担忧、

生活环境的改变等原因而出现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

护理人员通过与患者的深入交流，倾听他们的内心感

受，给予温暖的鼓励和安慰，帮助他们缓解这些不良情

绪。康复运动则可以促进身体的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

释放内啡肽等神经递质，让人感到愉悦和放松。例如，

散步可以让患者接触大自然，呼吸新鲜空气，放松身

心；太极拳以其柔和的动作和缓慢的节奏，有助于调节

呼吸和心态。通过心理护理和康复运动的结合，患者的

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得到缓解，睡眠质量得以提高，

这对于患者的身体恢复至关重要[4]。

其二，提高生活质量方面，护理康复干预的作用不

可忽视。认知训练提高了患者的认知功能，使他们能够

更好地理解周围的世界，与他人进行有效的交流。生活

技能训练让患者具备了独立生活的能力，能够自主完成

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活动。心理护理则改善了患者的心理

状态，让他们更加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这些方面的综

合作用，使得患者的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提高。他们不再

仅仅依赖他人的照顾，而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自主地安

排自己的生活，参与社交活动，享受生活的乐趣。

其三，延缓疾病进展方面，综合的护理康复干预措

施具有重要意义。认知训练、生活技能训练、心理护理

和康复运动相互配合，从多个角度对患者进行干预。认

知训练和生活技能训练可以保持患者大脑和身体的活跃

状态，减缓功能衰退的速度。心理护理有助于患者保持

良好的心态，增强对疾病的抵抗力。康复运动则可以提

高身体的免疫力和代谢水平，促进大脑的血液循环和氧

气供应。通过这些综合措施的持续实施，可以有效地延

缓老年痴呆的疾病进展，延长患者的生存期，为患者和

家庭带来更多的希望和安慰。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老年痴呆患者的临床护理中，护理康

复干预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和预后意义。它可以提高临

床治疗的有效性，改善患者的认知功能、生活自理能力

和睡眠质量，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延缓疾病进展。因

此，护理康复干预值得在临床中广泛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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