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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出院后延续护理干预对老年性痴呆患者

日常生活能力%生活质量的改善效果

李
!

萍#

!安学芳!

"海南省海口市人民医院(

#$

神经外科#

!$

神经内科
!

(:"!"4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出院后延续护理干预对老年性痴呆患者日常生活能力'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老年性痴呆患者
#!%

例依照入院先后顺序依次交替归属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

例!分别接受常规护理

和延续护理干预%采用简易精神状态检查量表"

11.X

$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量表"

)27

$'老年性痴呆生活质量量表修订版

"

fU7,)2

$评定患者生活质量的改善情况%结果
!

干预后!观察组患者
11.X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

)27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M

%

"$"(

$#观察组除经济外其余各项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M

%

"$"(

$%结论
!

出院后延

续护理能有效提高老年性痴呆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关键词"延续护理#

!

老年性痴呆#

!

日常生活能力#

!

生活质量

!"#

!

$%&'()(

"

*

&+,,-&$)./0(122&/%$.&$3&%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3%((

"

!"#:

$

#4,!::3,"'

!!

老年性痴呆又称阿尔茨海默病$

)2

&#指发生在
&(

岁以后

的痴呆*

#

+

'

)2

是导致老年人生活不能自理的主要原因#给患

者(家人及社会均带来了巨大负担'目前
)2

尚无特效的治疗

方法#但有效的护理干预能够促进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及生活

质量的改善*

!,'

+

'延续护理模式是一种将医院护理服务延伸至

社区(家庭的新型护理方式#它为慢性疾病患者出院后的康复

提供了有力保障*

%

+

'但国内将延续护理应用于
)2

患者的报

道较少'本院近
'

年来对
)2

患者尝试采用延续护理#取得较

好效果#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本院
)2

患者
#!%

例为研究对象'纳入

标准!年龄
$

&(

岁%所有患者均符合
Z-U

的国际疾病分类第

十版$

W/2,#"

&或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
,'&

$

//12,'

&

的诊断标准#确诊为老年期痴呆者*

(

+

%尚具语言表达能力%患者

本人或其代理人签订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不能正常理解和

回答者%合并其他严重慢性疾病者%入组前
%

周参加过其他研

究者'依照入院先后顺序依次交替归属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

组各
&!

例'两组患者基础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M

&

"$"(

&#具有可比性#见表
#

'本研究完全遵照赫尔辛基宣言'

$$/

!

方法
!

两组患者均对症给予痴呆常规药物治疗#对照组

给予常规
)2

护理干预#观察组在此基础上给予进行出院后的

延续护理服务#具体措施如下'

表
#

!!

两组患者基本资料比较

项目 观察组 对照组
!

!

"

D

M

' &! &!

性别$男"女#

'

"

'

&

'"

"

'! ''

"

!3 "$:3

&

"$"(

年龄$

P_=

#岁&

:!$#(_($"% :%$"'_%$&: "$&4

&

"$"(

病程$

P_=

#年&

($"&_#$"% %$3:_#$#' "$:'

&

"$"(

体质量$

P_=

#

V

H

&

&($%4_#!$%# &&$"3_#!$!4 #$!'

&

"$"(

文化程度$

'

&

!

小学
!% !' "$4'

&

"$"(

!

初中及高中
!: '"

!

大专及以上
## 3

婚姻情况$

'

&

!

已婚
(# (' "$3"

&

"$"(

!

未婚
! #

!

离异
3 4

痴呆严重程度$

'

&

!

轻度痴呆
!: !! #$''

&

"$"(

!

中度痴呆
!' !%

!

重度痴呆
#! #&

!!

注!痴呆严重程度按照临床痴呆评定量表$

/2S

&

*

&

+进行划分

)

3::!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3

月第
#%

卷第
#4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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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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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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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成立出院后延续护理小组
!

由研究负责人成立延续护

理小组#小组成员包括神经科护士长
!

名#中级职称护士
!

名#

主管护士
%

名'将
&!

名
)2

患者分为
%

组#每两组患者配备
#

名中级护士#每组配备
#

名主管护士#主管护士负责对患者进

行居家的康复指导#而中级职称护士除对患者进行康复指导外

还负责对本组护士的护理情况进行指导和监督'

$$/$/

!

信息收集
!

由主管护士在患者出院前
!9

对患者或家

属进行访谈#了解患者的基本情况(疾病病情及心理状态#收集

详细信息#并与小组医生共同制订出院后延续护理计划#建立

康复护理登记表*

&

+

%在患者出院后由主管护士将康复护理登记

表及延续护理方案转交至患者或家属#要求患者按照计划执行

康复行为'

$$/$'

!

延续性居家康复训练护理方案*

:,4

+

!

方案实施时间为

&

个月#每项护理操作执行完签字确认'

$$'

!

观察指标

$$'$$

!

认知功能
!

采用简易精神状态检查量表$

11.X

&对患

者认识功能进行评价#本量表共计
'"

小项#总分范围是
"

!

'"

分#得分越低#认知功能受损越严重'

$$'$/

!

日常生活能力
!

采用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量表$

)27

&#

该量表按
%

级评分#总分范围
#%

!

(&

分#以
!

项或以上
%

分为

功能丧失#或总分超过
!"

分为分界'

$$'$'

!

生活质量
!

采用
)2

生活质量量表修订版$

fU7,

)2

&

*

3

+

#该量表共包括
#'

个条目#分别是生理健康(精神(情

绪(生活环境(记忆(家庭(婚姻(朋友(家务(乐趣(经济(自我评

价以及生活总体评价#采取
7FV@KC(

点计分法#以
#

!

(

表示从

差到好#总分
&(

分#分数越高#表示生活质量越好'其
/K+=,

N<EDi?

(

系数为
"$4:'

'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8..#3$"

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计

量数据以
P_=

表示#用
D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或构成比表示#

用
!

! 检验#等级资料比较采用
SF9FC

分析%以
M

%

"$"(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认知功能及日常生活能力分析
!

干预前#两组患者

11.X

及
)27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M

&

"$"(

&%干预

后#观察组患者
11.X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

)27

评分显著

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M

%

"$"(

&#见表
!

'

表
!

!!

认知功能及日常生活能力比较#

P_=

&分$

组别
'

量表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 11.X !#$&'_#$#% !:$%:_!$!#

"

)27 !'$%(_#$:! #'$'3_!$#'

"

对照组
&! 11.X !#$"%_#$!& !'$#!_#$3(

)27 !!$&3_#$&4 #:$'&_!$"(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M

%

"$"(

/$/

!

生活质量比较
!

两组患者干预前生活质量各项评分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M

&

"$"(

&#干预后#观察组除经济外其余

各项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M

%

"$"(

&#

见表
'

'

表
'

!!

生活质量比较#

P_=

&分$

组别
'

生理健康 精神 情绪 生活环境 记忆 家庭 婚姻 朋友

对照组
&!

干预前
#$4!_"$&& #$4:_"$'! #$3!_"$%! #$3(_"$!( !$""_"$:# !$"#_"$(" !$"%_"$4# #$33_"$("

干预后
!$(%_"$&3 !$:"_"$&4 !$!!_"$(% !$!'_"$&% !$4&_"$:3 !$3%_"$(# !$4!_"$4" !$:!_"$("

观察组
&!

干预前
#$4"_"$(4 #$44_"$&3 #$4(_"$%3 #$3!_"$!# #$34_"$:: #$3'_"$%& #$3(_"$:: !$"%_"$'(

干预后
'$:&_"$&(

"

%$#4_"$("

"

'$4%_"$&'

"

'$:3_"$4#

"

'$3#_"$!:

"

'$4%_"$''

"

'$4%_"$'"

"

'$4&_"$!3

"

组别
'

家务 乐趣 经济 自我评价 总分

对照组
&!

干预前
#$3(_"$&& #$!"_"$%& !$4'_"$&! !$!(_"$%" '"$:#_"$&"

干预后
!$'4_'$&( !$&'_"$(' '$!!_"$(% ($!'_#$&% (($#%_#!$3#

观察组
&!

干预前
#$44_"$:' #$#:_"$'! !$:(_"$(3 %$!!_#$## %#$4'_##$"&

干预后
'$3&_"$:#

"

%$#4_"$("

"

'$'%_"$&'

"

%$:3_"$'"

"

::$#%_#!$3#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M

%

"$"(

'

!

讨
!!

论

)2

的发病率不断上升#且病因尚未清楚#药物治疗虽可

以改善患者病情#但无法根治#且不可避免存在不良反应#对

)2

患者的生活质量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也正是由于药

物治疗的局限性#非药物干预措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林晓莉

等*

#"

+报道显示#对老年期痴呆患者采用小组活动套餐项目#患

者的生活质量明显改善'刘金玉等*

##

+对
("

例
)2

患者进行

认知和日常生活能力训练#结果发现明显延缓了患者的痴呆进

展'上述研究均证实了非药物性干预在
)2

中的应用效果'

延续护理是住院期间护理干预的延伸#对提高患者出院后

生命质量#促进患者康复具有积极影响#延续护理模式已经应

用于多种慢性疾病的护理中#效果令人满意*

#!

+

'

)2

患者出院

后大都由家属或者护工照顾#还有部分在养老院安度晚年#对

患者的照护仅停留在满足基本自理需求和按时服药等功能护

理上#出院后缺乏系统的康复训练指导#导致患者与社会脱离#

阻碍了患者的康复进程'研究表明#在记忆力衰退总趋势难以

逆转的状况下#积极(系统的康复训练能减缓记忆衰退的发展

速度*

#'

+

'

基于此#本研究将延续护理应用于
)2

患者#结果显示#干

预后#观察组患者
11.X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

M

%

"$"(

&#

)27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

M

%

"$"(

&#表明延续护理可显著提

高
)2

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改善患者的认知功能%本研究干

预时间为
&

个月#也进一步说明
)2

患者的康复训练需要持之

以恒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

"4:!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3

月第
#%

卷第
#4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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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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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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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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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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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的患病率高#病程长#且疾病可造成患者的认知功能

及精神行为症状的改变#给家庭#乃至整个社会带来沉重的负

担#但由于
)2

的病因尚不明确#无法得到根治治疗#因而#维

持和促进患者的生活质量便成为
)2

治疗和照护的主要任务'

本研究通过采取延续护理干预后#观察组患者除经济外其余各

项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M

%

"$"(

&#这主要

是由于延续护理注重康复锻炼(以加强患者的身体健康(提高

日常生活能力#改善生活质量为目标%进行每天
!

次的全方位

认知功能训练#强化患者对时间(空间(人物定向力的认知#弥

补痴呆患者因各种行为能力的受损而导致的生活质量下降%全

程的心理指导#改善了患者的不良情况#提高了患者治疗的配

合性%每周
'

次的躯体运动锻炼和生活能力训练#提高了患者

的肌力#增强身体的平衡性和协调性%同时通过每
!

个月
#

次

的联谊会将患者集合起来活动#由此创造了一个小型的社交空

间#为患者提供了与他人交流的机会使得从外部环境的角度提

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总之#

)2

患者出院后的延续护理服务可提高患者的日常

生活能力#改善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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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多专业协作模式对哮喘患者呼吸功能%自理能力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林承霞

"海南省海口市中医医院文明中门诊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多专业协作模式对哮喘患者呼吸功能'自理能力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

!"#%

年
#"

月至
!"#&

年
#"

月选取该院收治的
##"

例哮喘患者!根据随机数字表将患者分为观察组"

'Y((

$及对照组"

'Y((

$!对照组给予呼吸内科常规性护

理!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应用多专业协作护理模式!干预时间为
&

个月!比较两组患者干预前后呼吸功能'自理能力及生活质量

的变化%结果
!

观察组干预
'

'

&

个月后
#?

用力呼气量"

MXR#

$'第
#

秒用力呼吸气量&用力肺活量"

MXR#

&

MR/

$'

&IF=

步行实验

"

&1Z0

$较对照组均得到明显的改善"

M

%

"$"(

$%观察组干预
'

个月'干预
&

个月自理能力'自护实践能力'对哮喘疾病认知及

总评分较对照组显著升高"

M

%

"$"(

$%观察组干预
'

'

&

个月临床症状'活动能力'疾病影响及总评分较对照组显著下降"

M

%

"$"(

$%结论
!

多专业协作模式能有效改善哮喘稳定期患者呼吸功能!提高患者自理能力及生活质量%

关键词"多专业协作模式#

!

哮喘#

!

呼吸功能#

!

自理能力#

!

生活质量

!"#

!

$%&'()(

"

*

&+,,-&$)./0(122&/%$.&$3&%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3%((

"

!"#:

$

#4,!:4#,"%

!!

哮喘是以炎症反应(高气道症状为特征的免疫变态反应性

疾病#是我国呼吸内科常见的慢性疾病*

#

+

'患者病情反复(迁

延难愈(日常生活能力受限#导致患者生活质量明显下降'哮

喘发作受环境(精神因素(吸烟(运动等因素影响#通过提高患

者疾病认知功能及疾病自理能力将有助于患者避免接触刺激

因素#减少哮喘发作次数#改善患者肺功能#提高患者生活质

)

#4:!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3

月第
#%

卷第
#4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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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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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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