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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改良
&1

护理对中度老年痴呆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和

生活质量的影响

戢艳琼!陈
!

芳!郑晓丽"湖北医药学院附属十堰市太和医院干部病房
!

66#'''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改良
&1

护理对中度老年痴呆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和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

选取湖

北医药学院附属十堰市太和医院中度老年痴呆患者
U;

例!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
6&

例%

#

组均给予常规药

物治疗!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研究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改良
&1

护理#

#

组护理前后采用日常生活能力表

"

/a-

$&简易智力状态检查表"

!!.(

$&中国修订韦氏智力量表"

R/+.41)

$和行为记忆测验量表"

1Z!=#1

$评定

观察
;

个月!并对护理质量的满意度进行对比%结果
!

护理后
#

组患者
/a-

评分明显降低!

!!.(

&

1Z!=#1

&

+g

评分明显提高!与护理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R

%

'$'7

$!其中研究组评分变化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研究组患

者对护理质量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

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7$"#%

!

;$'7&

!

R

%

'$'7

$%

结论
!

改良
&1

护理!可延缓病情进展!提高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改善生活质量!增强社会适应能力%

"关键词#

!

改良
&1

护理#

!

老年痴呆#

!

活动能力#

!

生活质量

!"#

!

$%&'()(

"

*

&+,,-&$)./0(122&/%$2&$2&%21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4<677

"

#'"7

$

"74##;&4'&

!!

随着我国社会人口老龄化的到来#老年痴呆发病率呈逐年

上升趋势*

"

+

,有研究数据表明#我国老年痴呆患者占世界同类

患者将近
"

"

&

#

;'

岁以上老年痴呆患者比例达
6$':

"

%$#:

*

#4&

+

,该病为原发性退行性脑变性疾病#具有病程进展缓

慢)发病隐匿性和不可逆特征,对老年人造成不同程度的认

知)运动)精神障碍#出现易怒)对人冷淡)孤僻等不良情绪反

应#严重影响到患者的生活质量,临床实践证实#加强对老年

痴呆患者的护理对于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延缓疾病的进展具有

重要意义*

647

+

,

&1

护理是指通过实施往事记忆提取$

1?3898@4

F?9F?

&)记忆空间定位$

1?BD8A

H

&及记忆再激发$

1?43>A8KBA8>9

&

对患者进行护理#能够有效改善血管性痴呆患者的记忆能力及

其生活质量等,改良
&1

护理$简称
&1

护理&是以认知心理学

和神经心理学理论为基础的#其目的就是改善老年痴呆患者的

症状及提高其生活质量,本研究根据老年痴呆患者特点#进行

改良
&1

护理干预#取得满意效果#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6

年
&

月湖北医药学

院附属十堰市太和医院老年科病房收治的中度老年痴呆患者

U;

例#其中男
&#

例#女
7;

例%年龄
77

"

U"

岁#平均$

;%$7h

<$U

&岁%病程
""

"

&7

个月#平均$

##$;hU$#

&个月,入选标准!

$

"

&均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
&

版中阿尔茨海默

病诊断标准*

;

+

%$

#

&简易智力状态检查表总分为
"6

"

#'

分#总

体衰老量表$

ba.

&评分
6

"

7

级%$

&

&排除精神活性物质滥用和

严重躯体性疾病%$

6

&经患者或家属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将所有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
6&

例#

#

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程)基线
!!.(

及
ba.

评分等方面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R

$

'$'7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

组患者均采用脑复康)银杏叶)疏血通等常规药

物治疗,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法#研究组采用常规护理和改

良
&1

护理方法,

#

组患者进行开放性对比观察#随访时间
;

个月,

$$/$$

!

对照组护理方法
!

$

"

&饮食护理!中度老年痴呆患者均

有不同程度的饮食和吞咽障碍#进食要缓慢#食用易消化食物%

进食少者要鼓励患者进食%要加强食物的营养均衡#保证摄入

足够的营养#以提高患者机体免疫抵抗力,同时#严格控制患

者的饮食时间#每餐定量#不得暴饮暴食,$

#

&生活护理!中度

老年痴呆患者的生活无规律#智力下降,对无生活自理能力

者#应专人照顾患者的生活#引导患者规律生活#将随身物品整

理好或做上标记%并安排好患者的作息时间#用安静平和的语

气鼓励患者入睡#同时关灯#保持安静#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7

年
U

月第
"#

卷第
"7

期
!

-BC!?J)D89

!

/L

,

L@A#'"7

!

*>D$"#

!

S>$"7



$

&

&心理护理!中度老年痴呆患者多伴有精神因素#因疾病)生

活能力)智力等方面易产生孤独感和失落感,护理人员要耐心

去了解患者的心理和思想状态#有针对性进行沟通#态度真诚#

充分尊重患者的生活习惯%引导患者与他人和睦相处#心胸开

阔,让患者家属配合#经常探望)爱护老人#减少患者的孤独和

忧虑感,$

6

&运动训练!精心组织丰富的活动#如歌唱晚会)书

画展览)智力活动)旅游等#丰富患者的精神生活,通过各种形

式的活动#来增强患者的语言能力)活动能力)思维及交际能力

等#以延缓患者的智力减退过程,$

7

&肢体训练!通过肢体训练

来锻炼患者的动手能力#提高生活自理能力,

$$/$/

!

研究组护理方法
!

在对照组基础上应用
&1

护理方

法,$

"

&成立
&1

护理小组#所有成员均进行老年痴呆相关知

识培训和各种量表评定的学习培训,具备制订操作流程能力#

如训练计划)护理内容)效果观察指标等,$

#

&建立一个整洁)

明亮)标记清晰)安全温馨的护理病房#减轻患者的迷惑#唤起

患者的记忆,$

&

&生活技能方面的训练!选取患者较为熟悉的

日常生活方面内容进行训练#包括穿衣)洗脸)刷牙)洗澡及进

餐等内容,帮助患者进行日常用品的整理训练时#将物品放置

于固定位置#同时拿走危险物品#让患者进行反复练习,帮助

患者进行穿脱衣服的训练时#不可强加指责#应将衣服按顺序

放置好#让患者进行反复练习,思维和表达方面的训练!可以

使用和日常生活相关的问题对患者进行提问#亦可以使用简单

的计算问题进行训练,失语的患者需要尽早开展训练#可以采

用图片以及写有简单词句的卡片进行训练,失语患者首先要

进行类型的判断#明确是命名性失语还是运动性失语,对于命

名性失语患者#应该反复训练#增强其记忆%对于运动性失语患

者#护理人员应该为其进行语言口型的示范#面对面进行训练,

环境记忆能力的训练!对患者进行环境相关的问题提问#包括

家庭住址所处地点及工作单位等#亦可对患者所知地方之间的

相对距离)到达路径及标志性建筑等进行提问训练,对于智能

严重衰退的患者#则根据其经历#设计选择性问题进行提问等,

$

6

&训练方式!采用一对一训练和集体训练方式相结合%每周进

行个人训练
&

"

7

次#集体训练
#

"

&

次#

&'

分"次%集体训练重

复个人训练内容#由护士提问#患者回答)演示,

$$'

!

观察指标
!

观察
#

组患者护理干预前后日常生活)智力)

记忆能力)精神状态)满意度和信任度,

$$'$$

!

日常生活能力
!

采用日常生活能力表$

/a-

&#包括智

力训练)记忆训练)日常生活训练)推理和语言能力等方面#每

项
6

级评分标准#最高
'

分#最低为
6

分,评分越低#表明日常

生活能力提高%

!!.(

评价痴呆程度#包括记忆力)语言能力)

定向力)计算力)运用能力和视空间等内容*

;

+

,

$$'$/

!

智力和日常记忆能力
!

采用中国修订韦氏智力量表

$

R/+.41)

&和行为记忆测验量表$

1Z!=#1

&进行对比*

%4U

+

,

$$'$'

!

满意度和信任度
!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调查患者或

家属对护理质量的满意程度和信任度,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2.."<$'

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及统

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h?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B

检验%计

数资料采用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7

为检验水准#

R

%

'$'7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

组患者护理前后
/a-

)

!!.(

评分比较 护理前
#

组患

者
/a-

)

!!.(

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R

$

'$'7

&%护理后
#

组患者
/a-

评分明显降低#

!!.(

评分明显提高#与护理前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R

%

'$'7

&#其中研究组评分变化情况

明显优于对照组,见表
"

,

表
"

!

#

组患者护理前后
/a-

+

!!.(

评分比较%

)h?

*分'

组别
3

/a-

护理前 护理后

!!.(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
6& 6'$&h#$U< &;$7#h&$&"

"

)

"6$<Uh"$7;#"$&%h#$6;

"

)

对照组
6& 6"$"h#$%6 &<$'"h#$<6

"

"7$"#h"$%;"U$'<h"$7#

"

!!

注!与护理前比较#

"

R

%

'$'7

%与对照组比较#

)

R

%

'$'7

,

/$/

!

#

组患者护理前后
1Z!=#1

)

+g

评分比较
!

护理前
#

组

患者
1Z!=#1

)

+g

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R

$

'$'7

&%护理后

#

组患者
1Z!=#1

)

+g

评分明显提高#与护理前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R

%

'$'7

&#其中研究组评分变化情况明显优于对照

组,见表
#

,

表
#

!

#

组患者护理前后
1Z!=#1

+

+g

评分比较%

)h?

*分'

组别
3

1Z!=#1

护理前 护理后

+g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
6& ""$7;h&$';"6$#"h&$"7

"

)

7#$7Uh<$;7 ;&$'Uh"'$;"

"

)

对照组
6& ""$'%h&$"" "#$"<h#$U"

"

7#$7<h"'$;6 7U$&6h"'$#'

"

!!

注!与护理前比较#

"

R

%

'$'7

%与对照组比较#

)

R

%

'$'7

,

/$'

!

#

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和信任度比较
!

研究组患者对护理

质量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

组间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

#

\7$"#%

#

;$'7&

#

R

%

'$'7

&,见表
&

,

表
&

!

#

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和信任度结果(

3

%

:

')

组别
3

满意度 信任度

研究组
6& 6"

$

<7$&7

&

6'

$

<&$'#

&

对照组
6& &%

$

U;$'7

&

&7

$

U"$6'

&

$

#

7$"#% ;$'7&

R '$'#6 '$'"6

'

!

讨
!!

论

老年痴呆是一种病程长)逐步进展的老年期的神经系统疾

病#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功能造成不可逆的损害,主要表

现为进行性记忆力障碍)分析判断能力减退)行为失常)情绪不

稳)日常生活能力下降#并随病情进展#生活能力逐渐衰退,由

于年龄的增长#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目前尚无完全根治的

药物和方法,在中度老年痴呆患者治疗中#护理是关键的环

节#通过充满人性化)科学的护理干预能缓解)改善患者的日常

生活能力#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现代护理理念强调以人的健康为中心#注重患者的需求和

对生命质量的关怀*

<

+

,

&1

护理是以认知心理学和神经心理学

为理论基础#通过改善中度老年痴呆患者症状#来提高患者的

生活质量*

"'4""

+

,针对老年痴呆患者记忆力减退)注意力分散)

定向力障碍)自理能力下降#通过实物定位)往事记忆和记忆激

发
&

个环节对中度老年痴呆患者记忆)智力)思维进行反复强

化训练,

&1

护理关注患者的心理和情绪变化#给予患者安抚)

疏导#增加护患之间的交流#使患者充分感受护理人员与家庭

的温暖%丰富患者的日常生活#增加患者参与社会活动的积极

性#增强患者的舒适感#指导患者能主动克服负面因素影响#减

少患者抑郁焦虑情绪%通过患友之间的交流沟通#培养患者的

情感智力能力#改善患者的精神状态和生活态度%培养患者积

极乐观精神#增强患者对治疗的信心,本研究结果显示#干预

护理后患者的
/a-

)

!!.(

)

1Z!=#1

)

+g

评分均优于对照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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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表明采用改良
&1

护理优于常规护理中度老年痴呆患者,

研究组患者对护理质量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

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R

%

'$'7

&#这说明改良
&1

护理干

预可以提高患者对医务工作者的信赖程度#提高患者的治疗依

从性#从而明显改善了医患关系,

本研究在
&1

护理基础上改良#整个护理过程不仅体现以

患者为中心#又突出了个性化护理#主动与被动相互结合#是现

代护理学倡导的整体护理模式#具有一定先进性和实用性#适

应护理学科的发展趋势,

综上所述#中度老年痴呆患者应用改良
&1

护理#可延缓

病情进展#提高生活自理能力#改善生活质量#增强社会适应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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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双氯芬酸钠联合人工泪液治疗白内障术后干眼症的疗效分析

彭稚薇"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人民医院眼科
!

767'';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双氯芬酸钠联合人工泪液滴眼液治疗白内障术后干眼症的临床疗效%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柳州市人民医院收治的白内障术后干眼症患者
##6

例"

66U

眼$%将所有患者随机分成试验

组"双氯芬酸钠及人工泪液联合组$和对照组"人工泪液单独应用组$!每组
""#

例"

##6

眼$%所有药物的用法均为
6

次'天点眼!每次
"

滴!实验疗程为
#'J

%分别观察及记录用药前&用药后
&J

&

%J

&

"6J

和
#'J

的各项指标!包括症

状&泪液分泌试验"

.FE8I3?I+A?@A

$&泪膜破裂时间"

Ze=

$和角膜荧光素染色!比较
#

组疗效%结果
!

双氯芬酸钠联

合人工泪液使用和单纯使用人工泪液比较!在用药早期!患者的症状和各项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用药
"6J

后!联合使用较单纯使用患者眼部的自觉症状&泪膜破裂时间及角膜荧光素钠染色等改善明显!但是
.FE8I3?I+A?@A

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

双氯芬酸钠联合人工泪液滴眼液治疗白内障术后干眼症患者的临床疗效明显优于

单纯使用人工泪液治疗!有利于患者术后视功能质量的提高!具有指导意义!值得进一步推广%

"关键词#

!

双氯芬酸钠滴眼液#

!

人工泪眼滴眼液#

!

白内障术后#

!

干眼症

!"#

!

$%&'()(

"

*

&+,,-&$)./0(122&/%$2&$2&%2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4<677

"

#'"7

$

"74##;74'&

!!

角结膜干燥症又称干眼症#是常见的一种眼部疾病#是指

各种原因引起的泪液质)量或动力学异常#导致出现特征性的

泪膜稳定性下降)眼表组织病变及多种眼部不适的症状*

"

+

,白

内障术后干眼症患病率呈现逐年递升的趋势#由于手术操作引

起的眼内组织化学性刺激和机械性损伤#血
4

房水屏障遭到一

定程度破坏引起特征性免疫反应*

#4&

+

,早期干眼症轻度影响视

力#后来可发展为角膜炎#晚期发生角膜溃疡及细菌感染#严重

者可形成角膜斑痕#重度影响视力,目前对干眼症的治疗多使

用人工泪液替代治疗#但其只能湿润眼表#暂时缓解不适症状#

不能解决本质问题,干眼症的发病因素之一为免疫性反应#因

此使用免疫抑制剂抑制眼表免疫细胞的活性和炎性因子的表

达*

6

+

,类固醇激素是常用的免疫抑制剂#其虽然可以明显缓解

眼表炎性#但不良反应较多#只能暂时应用#相对而言非甾体抗

炎药物$

S./+a.

&则是一种更好的选择,双氯芬酸钠是衍生

于环氧酶抑制剂苯乙酸类的代表药物#其作用机制为通过抑制

前列腺素和白三烯的合成来抑制眼表的炎性,本研究探讨采

用双氯芬酸钠联合人工泪液控制白内障术后干眼症的疗效#现

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柳州市人

民医院收治的白内障术后干眼症患者
##6

例$

66U

眼&#其中男

"'U

例$

#";

眼&#女
"";

例$

#&#

眼&#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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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岁#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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