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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预见性护理程序在老年痴呆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王娟娟
青海红十字医院 青海 西宁 810000

摘 要：目的：分析探讨预见性护理程序在老年痴呆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随机选取2020年3月-2021年9月
在医院收治的老年痴呆患者60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30例。对照组行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常规护理的
基础上，给予预见性护理程序干预措施。结果：比较两组发生不良事件发生率：结果显示，观察组不良事件发生率为

6.67%，低于对照组的33.33%，有显著差异（P < 0.05）。详见表1.比较两组患者护理依从度：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
护理依从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详见表2。两组患者生活质量与护理满意度对比：结果
显示，观察组生活质量评分及护理满意度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祥见表3。结果：老

年痴呆症患者接纳预见性护理程序流程，可有效缓解其失眠病，加速患者认知功能、自理能力改进，为此大幅提升其

生活品质，并可降低患者的危险行为，临床治疗使用价值比较高，非常值得临床医学的全面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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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2020年3月-2021年9月在医院收治的老年痴

呆患者60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30例。
纳入标准：合乎《2018中国痴呆与认知障碍诊治指

南（二）：阿尔茨海默病诊治指南》诊断依据；病况比

较稳定；全部患者的病例相关资料完整；患者及家属知

情同意且均自行签署同意书；全部患者均具有很高的有

效性。

排除标准：存有凝血功能异常者；肝肾功能不全

者；合拼免疫系统紊乱者；存有肿瘤者；合拼很严重的

脑器质性病变者；存有乙醇、药物成瘾症者；存有全身

性感染者；存在血液疾病者。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式，主要包括为患者进行全

面人体健康筛查，并为其创建健康服务档案资料对患者

病况工作进展追踪做好记录，与此同时嘱咐患者严格执

行医生叮嘱开展吃药，并对法定监护人开展药品使用说

明书解读。

观察组在对照组的护理基础上开展预见性护理措

施，具体内容如下：

（1）治疗期间：①创立拓宽护理工作组。由心理学
咨询师、家庭照顾者、社区医生等构成。②专心致志聆

听并耐心地回应患者问题。告之患者亲属尽可能多体

谅、了解患者，切忌损害患者的自尊。②评定老年痴呆

症患者状况。评定老年痴呆症患者的生理及其心理特

点，制定具体实施方案。③认知干预。对患者开展记忆

力等练习，可以通过播放视频患者喜欢的歌曲、看老照

片等形式使之回忆过去，慢慢改进其认知能力。④心理

指导。对老年痴呆症患者情绪波动开展观察，充分了解

老年痴呆症患者心态情况，按照其不一样心态采用有针

对性的心理指导防范措施。多与患者沟通交流，尽可能

缓减说话速度，给与反复表述，协助患者以轻松愉快的

心态积极配合治疗。⑤饮食指导。评定老年痴呆症患者

的营养物质状况，向其制订均衡饮食方案，多摄取丰富

多彩膳食纤维素食材，积极主动防止便秘的诞生。对食

用盐、人体脂肪及其碳水化合物摄入加以控制。⑥创建

微信群。运用微信公众平台推送老年痴呆症专业知识、

治疗手段和注意事项，由亲属与患者随同阅读文章。在

患者出院后选用电子器件申请表，将患者私人信息及联

系电话在册，有利于联络。

（2）出院之后护理：：①心理疏导。心理学咨询师
与患者每周四晚定期开展视频聊天，给与患者充足的尊

重和关注，加强沟通交流，向其处理最近经济困难。与

此同时激励亲属多陪伴患者，使之维持乐观自信的心

态。②日常日常生活干涉。具体指导其单独叠被、洗碗

等情形，加强其自理能力，并支持患者开展散散步、练

拳等简单运动，在活动中看护者需全过程守候，并给予

循序渐进具体指导。与此同时在生活护理中需要注意患

者的口腔健康，日常饮用水水的温度需适度。③用药咨

询。将每日药量、国家药品等信息利用图片的形式发送

至微信聊天群，具体指导患者有效吃药，与此同时日常

消息推送有关老年痴呆症疾病知识的帖子，激励患者与

亲属一同收看。④安全性护理。告之看护者需在标有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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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联系电话的信用卡配戴在患者背后或是手腕内侧避免

失踪；将危险品保管好好，避免患者发生自残或伤害方

式；选用简约的家居空间，防止产生摔倒、碰伤等出现

意外。⑤防止病发症。每日早上起床饮用水，餐后半小

时给与按摩腹部，防止便秘的产生，按时翻盘大便，具

体指导患者进行合理干咳和深吸气，保持呼吸系统顺

畅。⑥病况随诊。每2周开展1次上门服务随诊，纪录患
者的最近情况，并依据随诊状况调节随诊工作频率[1]。在

出院之后每个月月末开展健康宣讲活动，再次对老年痴

呆症疾病知识与居家生活护理对策开展注重，需患者和

家属一同参与。2组需干涉6月。
1.3  统计学方法
选用SPSS22.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以样本

均值±标准偏差（ ）表明，小组之间较为选用t检验。
计量资料以样本数和百分数（%）表明，小组之间较为选

用χ2检测。以P < 0.05为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比较两组发生不良事件发生率
数据显示，观察组不良事件发生率明显低于于对照

组，有显著性差异（P < 0.05）。详细表1。

表1��比较两组发生不良事件发生率[n(%)]

组别 例数 骨折 迷失走丢 胃肠道疾病 呼吸道感染 总发生率

观察组 30 0（0.00） 1（3.33） 0（0.00 1（3.33） 2（6.67）

对照组 30 2（6.67） 4（13.33） 2（6.67） 2（6.67） 10（33.33）
t值 0.517 0.873 0.517 0（0.00 5.104

P值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2.2  比较两组患者护理依从度
数据显示，观察组患者护理的依存性性显著优于对

照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详细表2。

表2��两组患者护理依从度的比较[n(%)]

组别 例数 十分依从 一般依从 不依从 护理依从性%

对照组 30 6（20.00） 12（40.00） 12（40.00） 60.00

观察组 30 22（73.33） 6（20.00） 2（6.67） 93.33

χ2值 - - - 4.6584
P值 - - - 0.0309

2.3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与护理满意度对比
数据显示，观察组生活品质得分及护理满意度评分

远远高于对照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祥见
表3。

表3��比较两组患者生活质量及护理满意度[n， ]

组别 例数 生活质量 护理满意度

观察组 30 51.02+4.51 7.15+1.53

对照组 30 58.35+4.53 10.14+1.75

t值 9.553 9.392
P值 0.000 0.000

3��讨论

近些年，中国进入社会老龄化社会发展，老年痴呆

症患病率呈上升发展趋势，对老人身体健康产生严重危

害，降低其生命质量。针对老年痴呆症患者，学者们提

议根据科学有效的护理，控制病情，提升生活质量，改

进愈后。老年痴呆症做为老年性疾病的一种，其发病原

因为神经系统退行性改变，此类病症发生对于患者判断

力、定向能力及其记忆力均造成严重危害，使之表现出

了系列产品适应障碍[2]。除此之外，老年痴呆症患者本

身个人行为人格特质会发生变化，引起众多不良反应发

生，使本身或别人安全性受影响，对不良反应发生开展

有效管理，从而使生活与精神面貌得到显著改善。预见

性护理干涉，针对即将发生问题以及系列产品意外风险

能够有效展开评定实际操作，并相匹配进行应急方案制

订，将治疗期间风险事故产生有效减少，将护理品质大

幅提升，对患者安全性进行确保。

伴随着现代医学模式的改变、护理意识的更新，传

统式护理模式中运用护理程序流程所存在的一些局限性

逐渐显现，如护理对策过度基本、具体内容单一等，难

以满足患者的精准医疗护理要求。与此同时，怎样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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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工作中片面性、可重复性，开展由处于被动向积极

的工作模式变化，更是对临床医学护理工作人员压力和

挑战，提升护理服务水平则是解决问题的重要，而想要

提升护理品质，执行目的性、高效率的护理对策[3]，灵敏

的观察力、准确的判断力、强大的执行力缺一不可，这

就需要除开精湛护理实际操作水准、提升自身的专业素

质之外，高度重视临床医学护理工作人员独立、科学思

维能力的塑造，提升工作主动性[7]。

老年痴呆症是一种老人独有的病症主要表现产生，

医学中称该病症为阿尔茨海默症，此病关键发病原因为

患者中枢神经系统发生多功能性衰落，造成患者发生

头部信息存储阻碍、主观能动性减低、识别能力差的现

象，从而导致患者性情、兴趣爱好及其习惯性发生很大

的转变，并对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及其聊天功能导致严重

危害，而且患者多就会发生肢体不协调、认知功能阻碍

等极易导致其发生跌伤、误吞等危机生命安全性及其身

心健康的事情。因而积极主动高效的护理对策对于该病

症的患者拥有极为重要的实际意义。

预见性护理流程是护理程序流程在临床应用中发展

而来的超前的核心理念、创新模式。护理工作人员根据

精准医疗剖析患者状况，提早预测分析、评定患者可能

出现的问题、隐性的风险源，结合临床社会经验，明确

护理关键，制定合理的防治计划方案，提前做好护理干

涉。本研究表明，预见性护理服务组对治疗期间护理患

者对安全护理的满意率、睡眠质量护理满意率、认知功

能锻练满意率、人性化服务满意率高过基本护理组，P < 
0.05。预见性护理服务组护理后康复锻炼的有效性提高，

认知功能简单智商情况查验评定量表（MMSE）得分、
日常自理能力评定量表(ADL)得分显著上升，住院治疗时
间短于基本护理组，P < 0.05。
预见性护理是一项新式护理计划方案，有别于基本

护理方式，预见性护理方式采用对患者病况和潜在性风

险进行评价的形式，制订目的性、预见性的护理防范

措施，可促进冶疗及其安全系数获得提高。通过实施预

见性医治，能够降低各种各样意外和并发症的发生风险

性，且有利于缓解老年痴呆症患者的不当心理状态，提

高患者的遵医个人行为，使其创建身心健康日常生活习

惯和提高患者的遵医个人行为，有效缓解患者的认知功

能，加快病症的恢复，改进患者的生活品质，提高患者

的自理能力。

结束语

综上所述，老年痴呆患者接受预见性护理程序，可

有效改善其睡眠障碍，加快患者认知功能、生活自理能

力改善，以此显著提升其生活质量，且可减少患者的不

安全行为，临床应用价值较高，值得临床的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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