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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模式对帕金森病患者自理能力和心理状态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匡基琴 

联勤保障部队第 904 医院  江苏常州 

【摘要】目的 探析循证护理模式对帕金森病患者自理能力和心理状态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选择 2023
年 9 月至 2024 年 9 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80 例帕金森患者为研究样本，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均分为参考组和实验

组，每组均包含 40 例，参考组采取常规护理模式，实验组采取循证护理模式。对比两组在自护能力、心理状态

及生活质量方面的差异。结果 相比于参考组，实验组的 ESCA 评分显著更高，且 HAMA 及 HAMD 评分显著更

低（P<0.05）；实验组的生活质量评分显著更高（P<0.05）。结论 循证护理模式能有效提升帕金森病患者的自理

能力，改善心理状态，并能大幅度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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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model on the self-care ability, psychological 
status,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rkinson's disease patients. Methods 80 Parkinson's patients who received treatment in our 
hospital from September 2023 to September 2024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sample.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reference group and an experimental group using a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ith 4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reference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care,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evidence-based nursing care.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erms of self-care ability,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quality of life.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reference group, the ESCA scor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and the HAMA and HAMD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P<0.05); 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P<0.05). Conclusion The evidence-based nursing model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self-care ability of Parkinson's disease 
patients, improve their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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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病是一种慢性进展性神经系统疾病，其主

要症状包括静止时的不自主震颤、肌肉僵硬及动作缓

慢等[1]。这些症状不仅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还可能导致严重的心理困扰和生活质量下降。因此，寻

找有效的护理模式以改善帕金森病患者的自理能力、

心理状态和生活质量显得尤为重要。循证护理模式是

一种基于最佳证据、临床经验和患者需求的护理方式，

已在多种疾病护理中显示出积极效果。本研究旨在分

析循证护理模式对帕金森病患者的实际应用效果，以

期为临床实践提供指导，现将报告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选择 2023 年 9 月至 2024 年 9 月间，在我院就诊

的帕金森病患者 80 例作为研究样本，随机分为参考组

和实验组，每组 40 例。参考组中，男性 22 例，女性

18 例，年龄范围在 58-80 岁之间，平均（68.23±8.79）
岁；实验组中，男性 23 例，女性 17 例，年龄范围在

59-79 岁之间，平均（68.22±8.77）岁。两组资料差异

不大（P>0.05）。纳入标准：①符合国际帕金森病诊断

标准；②病历资料完备；③签署知情同意书，自愿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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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排除标准：①伴其他严重器质性疾病；②有精

神病史或当前存在严重精神症状；同时期参与其他研

究。 
1.2 方法 
参考组采取常规护理模式，涵盖病情管理、药物使

用指导及基础照护等。实验组采取循证护理模式，具体

措施如下： 
（1）成立循证护理小组：首先，组建一个由神经

内科医生、资深护士、心理咨询师及信息检索专员组成

的循证护理小组。小组成员需接受系统的循证护理培

训，确保能够熟练掌握循证护理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

能。 
（2）证据检索与评估：通过文献回顾和小组讨论，

确定帕金森病患者护理中的关键问题，如自理能力下

降、心理状态不佳、生活质量差等。利用 PubMed、CNKI
等国内外权威数据库，检索关于帕金森病护理的最新

研究证据、临床指南及专家共识。同时，结合患者的具

体情况，对检索到的证据进行筛选、评估及整合。 
（3）制定循证护理计划：基于检索到的最佳证据，

结合患者的实际需求，制定详细的循证护理计划。计划

内容涵盖药物治疗、康复训练、心理支持、营养指导及

家庭护理等多个方面。例如，针对患者的运动迟缓症状，

计划中包含特定的康复训练方案，如平衡训练、步态训

练及力量训练等，以提高患者的活动能力和自理能力。 
（4）实施循证护理措施：确保患者按时、按量服

药，定期监测药物副作用，及时调整治疗方案。针对患

者个体差异，设计专属的康复锻炼方案，包括物理治疗、

作业治疗及言语治疗等，以改善患者的运动功能、认知

功能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定期开展心理咨询和心理

健康教育，协助患者树立乐观心态，改善其负面情绪。

同时，鼓励患者参与社交活动，增强社会支持感。为患

者提供个性化的饮食建议，确保营养均衡，避免营养不

良或肥胖等问题。同时，针对患者的吞咽困难症状，提

供适当的饮食调整方案。向患者及其家属提供详细的

家庭护理指导，包括如何正确协助患者进行日常生活

活动、如何观察病情变化及如何应对紧急情况等。持续

监控并评估患者的身体、心理状况及生活质量，利用问

卷调查、面对面交流等手段，收集患者反馈意见，并据

此适时调整护理方案。 
1.3 观察指标 
（1）自护能力及心理状态：采用自我护理能力量

表（ESCA）评估患者的自理能力，该量表包括健康知

识水平、自我责任感、自我护理技能、自我概念 4 个

维度，总分越高表示自理能力越强。采用汉密尔顿焦虑

量表（HAMA）和抑郁量表（HAMD）评估患者的心理

状态，分数越低表示心理状态越佳。 
（2）生活质量：采用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

（GQOLI-74）评估生活质量，涵盖心理功能、躯体功

能、社会功能以及物质生活等维度，分数高低与生活质

量的优劣成正相关。 
1.4 统计学分析 
研究数据经 SPSS23.0 处理，采用 t 对连续变量进

行统计，以（ ）表示，P<0.05 表示差异显著。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的自护能力及心理状态 
实验组的 ESCA 评分显著更高，且 HAMA 及

HAMD 评分显著更低（P<0.05），详见表 1。 
2.2 对比两组的生活质量 
实验组的生活质量评分显著更高（P<0.05），详见

表 2。 

表 1  两组的自护能力及心理状态比较（ sx ± ，分） 

组别 例数 ESCA HAMA HAMD 

实验组 40 135.26±12.47 10.21±2.15 15.84±1.53 

参考组 40 112.75±10.61 16.66±2.17 19.07±2.06 

t - 8.695 13.354 7.961 

P - 0.001 0.001 0.001 

表 2  两组的生活质量比较（ sx ± ，分） 

组别 例数 心理功能 躯体功能 社会功能 物质生活 

实验组 40 82.71±5.66 82.24±5.70 82.30±5.74 84.63±5.56 

参考组 40 75.36±5.62 75.80±5.64 76.92±5.72 79.68±5.62 

t - 5.828 5.079 4.199 3.960 

P - 0.001 0.001 0.001 0.001 

 

s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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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帕金森病作为一种持续恶化的神经系统病症，其

症状表现繁杂多变，不仅深刻影响患者的日常行动能

力，还常常引发严重的心理问题及生活品质的下滑[2-3]。

因此，针对帕金森病患者采取适当的干预措施，以改善

其自理能力、心理状态和生活质量，显得尤为重要。这

些干预措施不仅能够帮助患者更好地应对疾病带来的

挑战，还能提高其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 
然而，传统的常规护理模式往往侧重于病情监测、

用药指导和基础护理等方面，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

满足患者的基本需求，但在提升患者自理能力、改善心

理状态和提高生活质量方面存在局限性[4-5]。本研究中，

引入了循证护理模式，这是一种基于最佳证据、临床经

验和患者需求的新型护理方式。通过对比常规护理模

式和循证护理模式在帕金森病患者中的应用效果，发

现实验组患者在 ESCA 评分、HAMA 及 HAMD 评分

以及生活质量评分方面均显著优于参考组。这一结果

充分说明了循证护理模式在提升患者自理能力、改善

心理状态和提高生活质量方面的有效性。实验组患者

的 ESCA 评分显著更高，这得益于循证护理模式中的

个性化康复训练计划和心理支持措施。通过平衡训练、

步态训练及力量训练等康复训练，患者的活动能力和

自理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6]。同时，定期开展心理咨询

和心理健康教育，能帮助患者建立积极的心态，从而有

效缓解其负面情绪[7]。此外，实验组患者的 HAMA 及

HAMD 评分显著更低，也验证了循证护理模式在改善

心理状态方面的积极作用。在生活质量方面，实验组患

者的心理功能、躯体功能、社会功能以及物质生活等维

度评分均显著更高，这主要得益于循证护理模式中的

全面护理计划和个性化饮食建议[8]。这些措施不仅改善

了患者的身体状况，还能提高其社会支持感。 
综上所述，循证护理模式在帕金森病患者中的应

用效果显著，能够有效提升患者的自理能力，改善心理

状态，并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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