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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护理在老年认知障碍患者中的应用 

王 瑜，谢 娟，栾梦圆，蒋雪儿，费才莲* 

上海长征医院  上海 

【摘要】目的 老年认知障碍患者浅析，住院期指导采用安全护理，保障患者安全。方法 从 2023 年 1 月至

2023 年 12 月，选取 70 例老年认知障碍患者进行治疗，对照组采取基础护理；观察组采用安全的护理临床护理效

果进行对比。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 ADL 自理能力评分高于对照组，对比差异显著（P<0.05）；同时，患者在观察

组的风险事件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对比差异显著（P<0.05）。此外，观察组家庭成员的安全防护意识，以及对护

理人员安全防护能力的认同度均高于对照组，对比差异显著（P<0.05）。结论 针对老年认知障碍患者实施安全护

理效果显著，对患者安全防护意识有帮助，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自理水平，家属认可护理安全，值得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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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safety nursing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cognitive impai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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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An analysis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cognitive impairment, to guide the safety nursing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patients. Methods From January 2023 to December 2023,70 elderly patients with cognitive impairment 
were selected for treatment, and the control group adopted basic nursing; the observation group compared the safe clinical 
nursing effect. Results The ADL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the incidence of 
risk ev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P <0.05). In 
addition, the safety awareness of family member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safety awareness of nursing staff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 <0.05).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safety 
nursing for the elderly patients with cognitive impairment is remarkable, which is helpful to the patients' safety protection 
awareness, improves the self-care level of the patients, and the family members recognize the nursing safety, which is 
worth advoc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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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认知障碍又称老年痴呆，是现在老龄化的一

种表现，随着功能缺陷会导致患者病情加重，并且会因

为认知障碍而对患者的日常生活造成严重的影响[1]。目

前，通过不同的治疗方式方式延缓病人的病情，在护理

专业人员的家属的支持下，重视病人日常生活能力的

提高[2]。作为护理方案之一的安全护理管理可以重点防

范风险事件，并以护理质量为核心改进护理工作。有鉴

于此，我们选取了 2023 年 1 月至 2023 年 12 月期间接

诊的 70 例老年认知障碍患者，重点介绍了开展安全护

理期间存在的困难和解决问题的方法，现将内容汇报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3 年 1 月至 2023 年 12 月收治的老年认知

障碍患者 70 例，按照随机数表法分为 2 组，观察组男

12 例，女 23 例，年龄 61－86 岁，平均（70.07±3.87）
岁；对照组中男 19 例，女 16 例，年龄在 62－85 岁，

平均（69.13±4.43）岁。两组病人的一般资料对比差别

不大。 
纳入标准：病人符合认知障碍的诊断标准;患者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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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均大于 60 周岁。 
排除标准：恶性肿瘤，血液系统疾患;数据缺损;没

有家属陪同。 
1.2 护理方法 
对照组采用基础护理，主要是为家属讲解病人疾

病治疗的要点，同时为病人提供日常生活建议，如通过

看书、看报、看电视等丰富日常生活，同时对病人的病

情多与病人家属沟通，使其适应医院的治疗环境，并帮

助病人缓解焦虑情绪，在家属的协助下，充分尊重病人

和家属的意愿。 
观察组采用安全在安全护理上，首先要加强对护

理人员的培训，使其具备应对突发事件的专业能力应

变能力。在风险防范教育上，还要对病人家属进行宣讲，

特别是重度痴呆病人要讲解护理要点，并协助病人注

意日常生活中的洗澡、入厕和户外活动。常见风险事件

要注意病房管理房间要整洁明亮，对有伤害性的危险

物品要予以没收，同时做好院内环境管理，如保持地面

干爽平整，防止病人摔倒，应在病床两侧加设护栏，在

坐便器上加设扶手。在患者饮食上也要防止液体和固

体食物同时吞咽，有窒息的可能，尤其是痴呆明显的患

者不能吃干硬食物和流质的汤类食物。如果伴有吞咽

困难，则采取鼻饲流质，此时将床头抬高 30°~45°，并

实施进餐指导，保证饮食安全。另有患者可能出现走失

情况，应制定身份证，由患者随身携带，挂在手腕或脖

子等较为明显的地方。要注意烧伤烫伤的预防，如暖水

瓶等物品要放在病人不易接触的地方，在使用暖水宝

时，温度不宜过高，对有吸烟嗜好的病人也要禁止在病

房吸烟。要加强对患者的用药监管，尤其是一些患者出

现漏服服等情况，要观察患者用药后是否出现不适反

应。同时，对部分患者可能存在情绪过度激动的情况，

要加强心理疏导和帮助。病人缓解疾病带来的压迫感

和迷惑感。对于出现明显绝望、焦虑的患者，可在医嘱

下采取镇静剂或抑制措施，防止自伤及他人。最后，对

病人及家属进行日常生活指导，尤其是居家期间还需

注意个人安全，做好室内防滑处理，帮助病人养成良好

的作息习惯，稳定情绪，对于恢复较好的病人，可在家

属陪同下参加室外活动。建议心理咨询师对病人进行

专门的指导和鼓励帮助，在认知训练中通过阅读、背诵

诗歌或引导病人回忆往事来增强自己的思维能力。 
1.3 评价标准 
采用ADL日常生活能力量表评估患者日常生活活

动功能状态，包括躯体生活自理能力和工具性日常生

活能力，涵盖平地行走、穿衣、洗漱、如厕、进食等 14
个日常，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与分值成正比关系。 

对比患者不良事件发生率，如跌倒、走失、误服药

物、烫伤、过激行为等。 
对比患者家属的安全防护意识和对护理人员安全

防护能力的认可程度，问卷量表需要进行设计，两项分

值均为 50 分。 
1.4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26.0 统计分析本次实验的数据，其中计

量资料用（ x  ±s）表示，通过 t 值验证，计数资料用

[（n）%]表示，通过卡方检验（χ2 检验）验证，若两组

数据之间存在统计学差异，则 p 值<0.05。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患者 ADL 生活功能评分 
观察组患者 ADL 自理能力评分高于对照组，对比

差异显著（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 ADL 生活功能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n 进食 如厕 小便控制情况 大便控制情况 修饰 洗澡 平地行走 穿椅转移 穿衣 上下楼梯 

观察组 70 9.16±0.13 8.73±1.49 9.15±0.85 8.45±1.45 8.15±1.74 8.56±1.24 9.26±1.31 8.84±1.17 8.89±1.04 7.95±1.74 

对照组 70 7.71±1.01 7.15±0.48 7.61±0.57 6.52±1.58 6.56±1.97 5.69±1.67 6.55±1.67 6.15±0.66 6.21±1.44 5.45±1.88 

t 值  6.232 7.523 5.196 7.138 6.965 8.125 7.834 7.924 6.314 5.863 

P 值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2.2 对比两组患者风险事件发生率 
同时，观察组患者的风险事件发生率比对照组低，

其中，观察组未见风险事件，而对照组跌倒 2 例，过

激行为 1 例 1 例，可见数据对比差异显著（P<0.05）。 
2.3 对比两组患者家属安全防护意识以及对护理

人员的安全防护能力认可度 

此外，观察组家属的安全防护意识以及对护理人

员的安全防护能力认可度评分分别为（45.45±2.13）分

和（44.80±3.20）分，高于对照组（38.98±4.34）分和

（40.87±4.17）分，对比差异显著（P＜0.05）。 
3 讨论 
据悉，认知障碍疾病与患者的思维判断能力、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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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等有一定的关联性[3]。如果大脑智能加工出现异常，

就会导致记忆力障碍，思维混乱，认知障碍在老年群体

中多见，发生率较高。如果病情得不到控制，就会发展

成老年痴呆症。 
在提高患者认知功能方面做好预防管理十分关键。

通过医护人员的努力，通过日常生活训练，帮助病人恢

复功能，并在家属的协助下感受到来自亲人的支持、理

解和关怀，这也有助于病人坚持治疗治疗信心[4]。除了

常规的治疗和护理，住院期间也会发生风险事件，安全

管理有待加强。首先，要分析认知功能障碍与患者认知

功能减退、生活自理能力下降有关，还会导致患者平衡

能力下降，从而增加跌倒、走失等几率。除此之外，老

年认知障碍患者也可能出现过激行为，同样存在严重

危害的可能。在开展对患者的安全管理中，要增强患者

的安全意识，提高医务人员和家属的配合安全责任[5]。

从本次调研来看，观察组患者的护理能量效果较好，一

方面患者的安全防护意识得到了提升，另一方面也得

到了家属在医护人员工作中的认可，有效控制了患者

的安全事件发生率。究其原因，我们对医护人员进行了

增强了安全防护意识和专业技能，同时对病人家属进

行了健康教育，使他们认识到发生风险事件的原因，对

跌倒、烫伤、误服药品等事件特别重视[6]。除此之外，

我们还调整了院内环境，特别是在病房、院内设施上增

设了安全防护栏，有效地防止了危险事件的发生。通过

与患者家属的有效沟通，为患者制定个体化的监护方

案，既要做好安全防护，又要帮助患者最大限度地发挥

残存功能，提高患者的日常自理能力[7]。但是我们在沟

通中也发现，很多家庭并没有正视老年认知障碍，这也

会导致患者的病情进一步恶化，所以我们要做好宣传

工作，给患者创造一个安全温馨的就诊环境。最后，融

入人文关怀，提升服务意识，把病人放在第一位，为病

人提供优质全面的服务。良好的医患交流可以使患者

得到更好的服务，改善紧张的医患减少医患纠纷事件

的发生[8]。 
综上所述，实施老年认知障碍患者安全护理效果

显著，有助于患者的安全防护意识，提高了患者的自理

水平，家属认可护理安全，值得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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