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系统化护理干预对长期住院老年精神障碍
患者便秘的影响

鲍丽萍

【摘要】目的 探讨系统化护理干预对改善长期住院老年精神障碍患者便秘的效果。方法 选取符合《中国精

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 第 3 版) 》( CCMD －3) 和罗马Ⅲ诊断标准的，连续住院时间≥2 年，年龄≥65 岁的住院精

神障碍便秘患者 82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各 41 例。对照组接受常规治疗及护理，干预组除

接受常规治疗和护理外，同时进行包括饮食管理、功能锻炼、重建排便习惯等系统化护理干预 8 周。观察两组排便

时间及每周排便次数。结果 系统化护理干预 8 周后，干预组每次排便时间和每周排便次数与对照组比较［( 7． 39
± 2． 21) min vs． ( 9． 73 ± 1． 78) min，( 6． 46 ± 0． 98) 次 vs． ( 4． 54 ± 0． 84) 次］，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 = 5． 29、9． 58，P

均 ＜ 0． 01) 。结论 系统化的护理干预对长期住院老年精神障碍患者便秘可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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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秘是老年人常见的健康问题，在我国 60 ～
64、65 ～ 69、70 ～ 74、75 ～ 79、80 ～ 84 和 85 岁以上年

龄组 的 患 病 率 分 别 为 8． 7%、9． 6%、11． 7%、15．
3%、17． 2% 和 19． 5%［1］。在长期住院老年精神障

碍患者中，受长期服用抗精神病药物、封闭式住院环

境以及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影响，患病率更高。
资料显示，平均住院天数≥90 天的 621 例精神病患

者中 89． 86%出现便秘［2］。便秘时粪便在肠道内滞

留时间过久，有害物质不能及时排出体外，可导致头

晕、乏力、食欲减退等全身中毒症状。合并有高血

压、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的患者，便秘严重时，可因

用力屏气排便，使血压升高、血管破裂，发生急性心

脑血管意外［3］。目前临床上对便秘的处理以常规

治疗和护理为主要手段，对老年精神障碍患者便秘

问题的研究甚少，物理治疗方法相对缺乏，故本研究

探讨系统化护理干预措施对长期住院老年精神障碍

患者便秘的效果，为其便秘干预提供实践指导。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于 2011 年 5 月选取在芜湖市第四人民

医院老年病房连续住院时间≥2 年、年龄≥65 岁，符

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 第 3 版) 》( Chi-
nese Classification and Diagnostic Criteria of Mental
Disease，third edition，CCMD － 3 ) 和罗马Ⅲ诊断标

准［4］的住院精神障碍便秘患者。均意识清楚，有一

定的理解及沟通能力，督促指导下基本能执行护嘱。

单一使用抗精神病药物，研究过程中用药种类和剂

量均保持不变，折合临床相对效价［5］ 低于氯丙嗪

200mg /d。排除消化道器质性病变。共 82 例，采用

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各 41 例。对照

组: 男性 21 例，女性 20 例，平均年龄( 67． 98 ± 2． 44)

岁; 干预组: 男性 22 例，女性 19 例，平均年龄( 68． 54
± 2． 81) 岁。均取得受试者及家属知情同意。
1． 2 方法 两组均执行精神科常规护理，干预组在

此基础上接受系统化护理。
1． 2． 1 饮食护理: ①每日早餐给予 1 种粗粮( 玉

米、红薯等) 。②每日另外增加香蕉两根。③每日

口服蜂蜜或麻油 10ml。
1． 2． 2 运动锻炼: 每日保证适当的运动量，运动方

式以散步为主。一般在饭后 10 ～ 15min 进行，时间

在 15 ～ 30min，分 2 ～ 3 次完成。协助身体条件允许

的患者做深蹲起立。每日午睡前督促指导患者进行

5 ～ 10min 被动活动及腹式深呼吸。
1． 2． 3 腹部按摩［6］: 每日早晚腹部按摩。患者平

卧，术者站在其右侧，以右手平放在患者腹部，绕脐

周顺时针做环形按摩，手掌按压的力量以患者能耐

受为度，由轻到重，稳定而持续，每次 15min。此法

亦可督促、指导部分理解及自理能力较强的患者自

行或相互协助完成。
1． 2． 4 重建排便习惯: 督促患者每日早餐后 30min
试行排便，即使无便意也应定时模拟排便。因早餐

后易引起胃―结肠反射，此时训练较易建立条件反

射，便于帮助患者养成定时排便的习惯［7］。教育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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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平时有便意不要克制和忍耐，应立即排便。排便

时指导患者采取正确的姿势［8］。要求患者注意力

集中，不允许在厕所里聊天、抽烟、看书读报或听收

音机，以免分散精力。
1． 2． 5 心理护理: 护理上主动、细致的观察患者，多

与患者沟通交流。及时消除患者因便秘造成的焦

虑、烦躁和畏惧排便情绪。对理解、交流和自理能力

尚好的部分患者，定期进行便秘相关的健康宣教，告

知便秘的危害，引导患者主动配合，积极参与到护理

干预计划中。
1． 3 观察指标 参考相关研究［3］，观察两组患者

每次排便时间、每周排便次数以及使用泻药的情况，

用以反映两组患者针对不同的护理结果所呈现的临

床排便情况。
1． 4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17． 0 进行统计分析，正

态计量资料采用( x— ± 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

或 χ2 检验。

2 结 果

2． 1 两组每次排便时间比较 系统化护理干预前，

两组排便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 。系统

化护 理 8 周 后，干 预 组 排 便 时 间 与 对 照 组 比 较

［( 7． 39 ± 2． 21) min vs． ( 9． 73 ± 1． 78) min］，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t = 5． 29，P ＜ 0． 01) 。
2． 2 两组每周排便次数比较 系统化护理干预前，

两组每周排便次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 ) 。
系统化护理 8 周后，干预组每周排便次数与对照组

比较［( 6． 46 ± 0． 98) 次 vs． ( 4． 54 ± 0． 84 ) 次］，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t = 9． 58，P ＜ 0． 01) 。
2． 3 两组泻药使用情况比较 实施系统化护理干

预 8 周后，两组泻药辅助治疗次数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P ＜ 0． 05) 。见表 1。

表 1 两组泻药使用情况比较

组 别

例 数

连续 10 次排便泻

药辅助治疗次数:
≥5 次 1 ～ 2 次 0 次

干预组 2 8 31

对照组 21 18 2

χ2 值 21． 81 5． 63 42． 65

P 值 ＜ 0． 01 ＜ 0． 05 ＜ 0． 01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发现，干预 8 周后，两组排便时间、

排便次数和泻药使用均有差异( P ＜ 0． 05 ) ，其中系

统化护理组的患者每次的排便时间短于非系统化护

理组; 而系统化护理组每周的排便次数则多于一般

护理组; 使用泄药的频次也少于一般护理组。与励

跃平等［3］的研究结果一致。老年精神障碍患者有

其特殊性，他们多数生活自理差，缺乏主动性，行为

活动少。多数是精神症状慢性化、精神活动趋于衰

退或是存在智能障碍的病人。通过系统化护理干预

措施，可减少或缓解长期住院老年精神障碍患者的

便秘。对这一特殊便秘群体，具有一定的临床实用

价值。

本研究在入组患者的选择上，只对精神科药物

使用剂量标准化，而未能对药物种类统一化，这可能

对研究结果有一定的影响。后续研究可进一步细化

入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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