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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护理对痴呆患者及照料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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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社区护理对痴呆患者及照料者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将已在本社区建档的 48 例痴呆患

者纳入研究，通过双盲法抽签方式分为试验组与参考组，每组 24 例。参考组应用常规护理，试验组应用社区护

理，对比两组护理效果。结果 试验组在采用社区护理后，患者生活质量评分、照料者生活质量评分、护理满意度

均优于参考组，组间差异显著（P＜0.05）。结论 在痴呆患者护理过程中，社区护理可有效提升患者智力及生活

质量，并有助于照料者生活质量的提升，从而提高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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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community nursing on the quality of life of dementia patients and 
their caregivers. Methods 48 patients with dementia who had been documented in our community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and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and reference group by double-blind lottery, with 24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reference group was treated with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ith community nursing. The nursing effect 
of the two groups was compared. Results After community nursing, the scores of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caregivers' quality 
of lif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reference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s were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In the process of nursing dementia patients, community nursing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intelligence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and help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caregivers, so 
as to improve nursing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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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呆症是一种主要影响老年人的原发性退行性疾

病。其临床表现为记忆能力下降、认知障碍、行为人格

变化等，对患者及其家庭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目前，

还没有治愈痴呆症的方法。大多数痴呆症患者需要照

料者进行照护，然而大多数照料者对痴呆症的认识并

不深入，护理知识和操作不准确，最终导致患者病情加

重，增加了照料者的日常负担[1]。为了保证患者和照料

者的生活质量，减轻家属的负担，本文研究了社区护理

对痴呆患者及照料者生活质量的影响，现报告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资料 
将 2013 年 11 月-2023 年 11 月已在本社区建档的

48 例痴呆患者纳入研究，通过双盲法抽签方式分为试

验组与参考组，每组 24 例。参考组：男 14 例，女 10
例，年龄 60-82 岁，平均（71.43±1.44）岁；试验组：

男 15 例，女 9 例，年龄 61-83 岁，平均（71.16±1.63）
岁。两组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参考组采用常规护理：首先，应该向患者提供健康

教育，以增强他们对疾病和相关治疗方法的了解。接下

来，需要为患者创造一个愉快且合理的治疗环境，以提

高他们对处方治疗的遵从度。试验组采用社区护理，主

要包括以下措施： 
1.2.1 生活护理 
首先，为了确保患者能够充分休息并保持精力充

沛的状态，护理人员需要向他们提供指导。其次，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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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康复锻炼可以促进患者的康复速度。最后，在鼓励

和支持方面，应积极地引导患者及其照顾者参与更多

社交活动，并强调共同度过高质量时间的重要性。此

外，护理人员还需传达各种安全预防措施给照顾者，例

如避免跌倒、烫伤、意外伤害以及误食等情况。 
1.2.2 饮食护理 
鉴于个体差异，建议制定合理的饮食和药物治疗

计划，并强调摄入富含卵磷脂的食物。建议患者增加摄

入富含维生素和新鲜农产品的食物，增加水分摄入量，

避免辛辣或刺激性食物，并戒除吸烟和酗酒习惯。此

外，在日常膳食中增加高质量蛋白质的摄入有助于促

进患者康复速度并保持适当营养平衡。 
1.2.3 心理护理 
积极实施心理咨询对于帮助患者适应疾病发作后

不断变化的角色和有效处理症状至关重要。此外，护士

还应该参与为照顾者提供心理支持。考虑到患有认知

障碍的人生活能力明显下降，护士有必要定期与照顾

者交流，提供心理咨询服务，解决他们的情感问题，并

提高他们整体心理健康水平。 
1.2.4 家庭访视 
在社区护理干预的实施过程中，护理人员需要每

周至少进行两次电话跟进患者，以了解他们的情感状

态，并且至少要进行一次上门探访。在随访过程中，观

察患者病情的变化，及时与照料者沟通，发现患者可能

存在的问题，指导不正确的护理方法，并帮助其改善。

对患者及照料者进行针对性的心理护理，提供相关合

理建议，与患者进行沟通，获得患者信任，提高患者依

从性。 
1.3 观察指标 

采用简易精神状态量表（MMSE）、日常生活能力

量表（ADL）对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进行评估，其中

MMSE 包括注意力、记忆力、阅读能力等内容，总分

30 分，分数越高，智力改善情况越好。ADL 包括打电

话、用药、行走等内容，总分 60 分，分数越低，日常

生活能力越高； 
使用世界卫生组织生活质量评估简表（WHOQOL-

BREF）对两组照料者的生活品质进行了评价，主要关

注他们在身体功能、心理状态、社交互动和环境适应能

力方面的情况。 
每个方面都以 100 分为满分进行评分，得分越高

表示生活品质越好；通过我院自主研发的调查问卷，对

两组护理服务的满意度进行评估，包括非常满意、满

意、一般满意和不满意四个等级。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0.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使用

“ sx ± ”表示计量资料，组间比较结果采用 t 检验；

使用“n，%”表示计数资料，组间比较结果采用 χ2检

验。P＜0.05 表示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对比 
试验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显著优于参考组，组间

对比明显（P＜0.05）。如表 1： 
2.2 两组照料者生活质量评分对比 
试验组生活质量评分显著高于参考组，组间对比

明显（P＜0.05）。如表 2： 
2.3 两组护理满意度对比 
试验组护理满意度显著高于参考组，组间对比明

显（P＜0.05）。如表 3： 

表 1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对比（ sx ± ，分） 

组别 例数 MMSE ADL 

试验组 24 20.39±5.12 33.28±4.87 

参考组 24 17.36±4.95 37.27±5.89 

t - 2.084 2.558 

P - 0.043 0.014 

表 2  两组照料者生活质量评分对比（ sx ± ，分） 

组别 例数 生理功能 心理功能 社会功能 环境功能 

试验组 24 86.43±4.44 84.47±5.99 85.46±4.43 87.52±3.34 

参考组 24 76.04±3.24 76.34±3.54 75.71±4.24 74.69±5.85 

t - 9.261 5.724 7.789 9.331 

P - 0.001 0.001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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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两组护理满意度对比[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试验组 24 8（33.33） 12（50.00） 4（16.67） 0（0.00） 24（100.00） 

参考组 24 6（25.00） 9（37.50） 5（20.83） 4（16.67） 20（83.33） 

χ2 - 0.832 0.178 0.051 4.332 4.364 

P - 0.362 0.673 0.822 0.037 0.037 

 
3 讨论 
痴呆症是临床医学中一种较为常见的慢性疾病，

其特点是起病隐匿、进展缓慢。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

化的发展，痴呆患者的比例逐年上升。据调查[2]，我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痴呆患病率高达 3%-4%。然而，到目

前为止，在临床医学上还没有很好的治疗痴呆症的方

法。痴呆患者大多由家人照护，但由于对疾病的具体照

护方法缺乏了解，加上照料者的疏忽，使患者病情进一

步恶化，也给照料者带来沉重的经济和心理负担，严重

影响患者和照料者的生活质量[3]。因此，如何提高痴呆

症患者及其照料者的生活质量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

重要问题。 
在本研究中，通过对痴呆症患者采取社区护理，试

验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照料者生活质量评分、护理满

意度均优于参考组，组间差异显著（P＜0.05）。说明

其可有效提升患者智力及生活质量，并有助于照料者

生活质量的提升，从而提高护理满意度。这是因为从专

业医疗角度出发，实施社区护理干预，可以帮助患者调

整生活状态，改善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规范生活状态。

这可以帮助照料者提供护理，减轻照料者的压力和负

担，促进患者生活质量的提高[4]。通过有效的康复训练，

患者的运动能力和坐姿能力逐渐改善。参与社交活动

被证明有助于提高患者自理能力。刺激性对话、游戏以

及其他互动方式被发现对锻炼患者认知能力有益。实

施安全措施在减少事故发生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出院后调整饮食类型和计划可以帮助确保充分摄

入营养，从而保证身体得到适当滋养，并促进快速康

复。对患者和照料者实施心理干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改善其情绪，增强患者参与治疗的信心，保证疾病治疗

的发展趋势[5]-[6]。社区护理干预增加了医务人员与患者

及其照料者之间的沟通机会，这可以帮助照料者解决

一些基本的护理问题。由于缺乏相关的专业医学知识，

照料者在日常护理中经常出现失误。医务人员可以帮

助他们及时识别和改进错误，并最终为患者确定合适

的护理计划[7-8]。 
综上所述，提升患者智力及生活质量，并有助于照

料者生活质量的提升，从而提高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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