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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生团体照护服务对养老机构失能老年人幸福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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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医学生团体照护服务对养老机构失能老年人幸福度的干预效果。方法
 

随机选取2所公立养老机构的失能老年

人,并以抛硬币法将2所养老机构随机设为干预组(126人)和对照组(113人)。对照组按养老机构常规照护模式服务,干预组在

养老院常规照护服务的基础上实施在校医学生团体照护服务,每周1次,每次4
 

h,连续12周。结果
 

干预后干预组正性情感、一

般正性体验维度得分及幸福度总分显著高于对照组,负性情感、一般负性体验维度得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均P<0.01)。结论
 

由

在校医学生对养老机构失能老年人实施团体照护服务,能有效改善养老机构失能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从而提高失能老年人

的幸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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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tervention
 

effect
 

of
 

group
 

care
 

service
 

provided
 

by
 

medical
 

students
 

on
 

well-being
 

of
 

the
 

disabled
 

elderly
 

in
 

nursing
 

homes.Methods
 

Elderly
 

disabled
 

persons
 

in
 

two
 

public
 

elder
 

care
 

institutions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
ly

 

divided
 

into
 

an
 

intervention
 

group
 

(n=126)
 

and
 

a
 

control
 

group
 

(n=113)
 

by
 

coin
 

flipping
 

method.The
 

control
 

group
 

was
 

sub-

jected
 

to
 

routine
 

care
 

services,
 

while
 

the
 

intervention
 

group
 

received
 

group
 

care
 

service
 

provided
 

by
 

medical
 

students
 

on
 

the
 

basis
 

of
 

the
 

routine
 

care
 

services
 

in
 

nursing
 

home,
 

once
 

a
 

week,
 

4
 

hours
 

each
 

time,
 

for
 

12
 

consecutive
 

weeks.Results
 

After
 

intervention,
 

the
 

scores
 

of
 

positive
 

emotion,
 

general
 

positive
 

experience
 

dimension
 

and
 

total
 

well-being
 

score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sig-
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while
 

the
 

scores
 

of
 

negative
 

emotion
 

and
 

general
 

negative
 

experience
 

dimension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1
 

for
 

all).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group
 

care
 

service
 

provided
 

by
 

medical
 

students
 

for
 

the
 

disabled
 

elderly
 

in
 

nursing
 

home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the
 

disabled
 

elderly,
 

and
 

boost
 

their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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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重,高龄化将成为我

国人口发展的新常态。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不容乐

观,特别是高龄老年人、失能老年人,其中失能是老年

人生命历程中较为重大的负性事件;与未失能老年人

相比,失能老年人的幸福感偏低[1]。对老年人来说,
社会性扶持、情感性关爱及适当干预带来的精神慰藉

和心理和谐是其迫切需求。目前养老机构失能老年

人对照护需求总体水平较高且有长期照护需求,而我

国养老机构照护尚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需要继续发

展[2]。Adib-Hajbaghery等[3]研究发现,居住养老机

构的老年人的幸福感水平低于其他养老模式下的老

年人。提高养老机构失能老年人幸福感水平,开展医

学生团体进入养老机构提供专业性的医疗健康服务,
可以达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互补促进。2017年2~4
月本研究以人性关怀理论与团体动力学理论为指导,
对养老机构失能老年人开展在校医学生团体照护服

务,效果较好,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便利抽取唐山市路北区的公立养老

机构中规模、设备、提供的服务等条件均等的养老机

构,以抽签方式随机抽取2所,将2所养老机构以抛

硬币方法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按照纳入和排

除标准对2所养老院居住的老年人进行筛选,将符合

条件的失能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在所

研究养老院居住>1年,年龄≥60岁;②符合国际通

行失能老年人判定标准[4];③意识清楚,能够正常沟

通;④对本次研究知情同意,合作性强。排除标准:严
重疾病,无法配合研究。干预组入选126人,对照组

入选113人。两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
失能情况、慢病种类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
0.05),见表1。

·1·护理学杂志2019年1月第34卷第1期



表1 两
 

组
 

一
 

般
 

资
 

料
 

比
 

较

组别 例数
性别(人)
男 女

年龄

(岁,x±s)
文化程度(人)

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及以上

婚姻状况(人)
配偶健在 无配偶

失能程度(人)
轻度 中度 重度

慢病种类(人)

0种 1种 2种 3种及以上

对照组 113 57 56 78.86±8.99 36 31 27 19 27 86 23 27 63 6 15 50 42
干预组 126 49 77 78.51±9.65 37 34 33 22 23 103 35 19 72 9 20 43 54
统计量    χ2=3.222 t=0.157      Z=0.450 χ2=1.145      Z=0.325  Z=0.249

P    0.073 0.876 0.653 0.285      0.745   0.804

1.2 方法

1.2.1 干预方法

研究之前由学院导师负责联系养老机构,在征得

同意与支持后进入养老机构实施干预。对照组按养

老机构常规照护模式服务,干预组在养老机构常规照

护服务的基础上实施在校医学生团体照护服务,具体

方法如下。
1.2.1.1 成立照护团队 由老年照护专家1人、临
床经验丰富的护理人员2人及研究者共4人组成在

校医学生培训教育小组,共同策划并制定整体活动计

划。选取自愿参加团体照护服务并经培训、考核合格

的大二、大三医学生65人组成照护团队,包括护理专

业、康复治疗专业、临床医疗专业及医学管理预防专

业的医学生。照护比例不少于2∶1,即1名医学生对

应2名照护对象。团体照护服务人员按照照护目的

并结合成员各自的爱好与擅长分为生活照料小组、医
疗保健小组、精神文娱小组,每组至少10人。周末轮

流参加养老志愿服务。
1.2.1.2 培训照护团队成员 在前期准备中,以人

性照护理论[5-6]和团体动力学理论[7-9]为指导,利用周

末时间对照护团队成员进行为期2周的培训。由研

究者负责,对参与照护的医学生团体采用课程培训的

方式传授理论体系框架,并与照护活动有机结合,培
养学生对自己及他人的敏感性、发展帮助-信任关系、
促进并接受正性和负性情感表达,增强学生对团体动

力学理论的理解,提高团体凝聚力。在实施干预前,
由研究者组织、邀请临床护理专家和老年护理学专

家,以课堂学习和实践操作的方式讲授照护知识并指

导实施。
1.2.1.3 团体照护服务方案及实施 干预时间由在

校医学生团体与家属及养老机构照护人员协商规定,
每周六或周日进行照护,每次4

 

h,持续干预3个月。
照护团队成员于每周六或周日到养老机构,对失能老

年人进行1.5
 

h的生活照料、1.5
 

h医疗保健服务以

及1
 

h的文娱活动照护。①生活照料。由生活照料

小组对失能老年人实施生活护理,包括协助穿衣、洗
漱、进食、服药、饮水、打扫卫生、如厕、购物,协助翻

身、拍背、按摩,长期卧床老年人被动运动及置管护

理、保持床单元整洁,做好皮肤护理、口腔护理等。生

活照料以满足服务对象的喜好和最急迫的需求为主,
干预中及干预后及时评估和记录失能老年人需求满

足情况,并及时总结失能老年人的反馈,形成失能老

年人专属的干预日志。②医疗保健。由医疗保健小

组实施,对各自照护的失能老年人进行保健康复训

练,包括带领失能老年人做保健康复操,锻炼肢体活

动度及肌肉功能;对长期卧床的失能老年人,给予床

上被动运动,按摩上下肢体、关节活动度锻炼、腹部按

摩等,并教会失能老年人自我锻炼方式。同时针对老

年人易患疾病(如高血压、骨关节病、糖尿病、慢性阻

塞性肺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脑血管疾病)进行以疾病

为主题的健康教育活动,主题内容有疾病预防与保健

(邀请专家进行健康知识讲座,宣传常见疾病的基本

知识等)、慢病管理(按照每期的照护主题,邀请专家

讲解各种慢病的自我健康管理等)、慢性病健康管理

与康复支持。根据老年人失能程度安排活动、指导正

确用药、穴位按摩,进行饮食、运动、治疗、生活习惯、
危险因素等的管理,提高失能老年人对自身健康状况

的自我管理能力,促进其生理功能及生理职能康复。
③精神文娱活动。由精神文娱小组实施,在生活照料

及医疗保健的基础上,给予老年人精神上的慰藉。营

造各种场合供老年人相互交流、表演文艺节目,鼓励

失能老年人重拾自己的兴趣爱好,与老年人共同回忆

个人经历包括儿时的美好时光、美食、欢乐的家庭时

光,过去节日的习俗,制作精美小视频及电子相册供

老年人欣赏,鼓励老年人进行才艺表演,陪老年人读

书看报听新闻等,设计小游戏并准备小礼品,增加文

娱活动的趣味性。邀请“乐龄人士”到养老机构进行

个人经历演讲、沟通交流。适时进行心理疏导,排解

失能老年人的烦闷。组织小型文娱活动,由小组成员

带领失能老年人表演节目,增进老年人之间的沟通交

流,增进情感。
1.2.2 评价方法 由经过统一培训的研究人员收集

资料。一般资料包括失能老年人的性别、年龄、文化

程度、婚姻状况、失能状况、慢病种类等。于干预前、
干预后6周、干预后12周采用纽芬兰纪念大学的幸

福度量表(MUNSH)[10]测评老年人幸福度。该量表

有一般正性体验(7个条目)、一般负性体验(7个条

目)、正性情感(5个条目)和负性情感(5个条目)4个

维度24个条目,每个条目以“是、不知道、否”分别计

2、1、0分。总分为正性情感与一般正性体验之和减

去负性情感与一般负性体验之和,幸福度总得分范围

为(-24~24)分,为方便计算加上常数24,幸福度总

得分范围0~48分。幸福度总分得分越高表示主观

幸福感水平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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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统计学方法 使用Excel软件建立数据库,
数据双人双录,采用SPSS22.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

析,行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χ2 检验、秩和检验及t检

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干预前后两组失能老年人幸福度评分比较,见表

2。

表2 干预前后两组失能老年人幸福度评分比较 分,x±s

组别 时间 人数 正性情感 一般正性体验 负性情感 一般负性体验 幸福度总分

对照组 干预前 113 5.27±2.32 4.96±2.15 5.56±2.96 7.91±3.71 20.76±8.25
干预后6周 113 5.15±2.18 4.19±2.16 4.89±3.18 8.36±3.83 20.83±9.10
干预后12周 113 5.20±2.26 6.04±2.36 5.42±2.92 7.91±3.67 22.42±8.38

干预组 干预前 126 5.48±2.47 4.76±2.54 5.60±2.99 7.69±3.67 20.94±8.74
干预后6周 126 4.68±2.40 6.48±2.54 4.85±2.60 7.29±3.55 23.30±7.86
干预后12周 126 5.92±2.16 8.02±2.62 3.99±2.20 6.74±3.47 27.21±6.99

F干预 0.269 20.326 1.878 1.748 5.712
P 0.604 0.000 0.172 0.187 0.018

F时间 58.433 158.002 42.635 29.598 210.332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F交互 46.732 38.788 38.130 26.426 67.056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3 讨论

老年人入住养老院后容易出现失落感、被抛弃

感、孤寂感、自卑感、失望和绝望感;入住养老院后,老
年人面对社会角色的转变,会出现健康及自我价值的

失落感,随着体能的衰退,老年人尤其是失能老年人

会越来越觉得力不从心,凡事都需要其他人的帮助,
容易产生失望和沮丧的情绪等[11-12],这些都对老年人

的幸福感水平产生巨大的影响。de
 

Souto
 

Barreto
等[13]认为健康状况和社会功能之间的复杂联系决定

了老年人的幸福水平,体育锻炼对老年人幸福感有积

极作用,身体活动计划的实施对老年人幸福至关重

要。Kushlev等[14]认为主观幸福感较高的个人不仅

感到快乐,更有可能实现较好的人际关系,改善身体

健康,延长寿命。本研究结果显示,接受医学生为期

12周的团体照护服务后,两组养老机构失能老年人

的正性情感、一般正性体验、负性情感、一般负性体验

维度得分及幸福感总分比较,存在时间效应和交互效

应(均P<0.01)。一般正性体验维度、幸福感总分存

在干预主效应(P<0.05,P<0.01),且得分变化是随

着时间变化呈现上升趋势。对照组失能老年人得分

虽然也随着时间变化呈现上升趋势,但是得分仍然低

于干预组。潘月游等[15]研究发现大学生志愿者能够

抚慰留守老年人无助孤寂的心灵,改善其生活困难孤

立、缺乏安全感的状态,改善其脆弱敏感的心理状态,
从而提高其幸福感。在校医学生掌握相关照护知识

和技能,按照设定的照护计划及干预方案实施团体照

护服务,能有效提高养老机构失能老年人生理和心理

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养老机构

失能老年人的幸福感水平。
张亚群等[16]认为,对养老机构失能老年人实施

科学的干预措施,能有效缓解失能老年人给养老机构

和社会带来的照护负担,能减轻入住养老机构失能老

年人的生理机能衰退,并能提高失能老年人的幸福指

数,与本研究结果一致。由在校医学生对养老机构失

能老年人实施团体照护服务,在生活照料方面关注失

能老年人的衣食住行,提供多方位的生活照护,按照

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与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等

原则,逐一满足失能老年人的需求,以提升老年人的

生活满意度。雷红菊等[17]的研究指出,任何一种治

疗方法、干预措施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改善患者的健

康状况,从而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感水平。医疗保健方

面加强对老年人的保健康复训练,提高失能老年人对

疾病发生发展及康复保健的了解,提高其对疾病的认

知等,加强居住养老机构失能老年人慢病管理的能

力,可提高失能老年人的健康生活水平及幸福感。
Nanthamongkolchai等[18]的研究结果显示,影响老年

人幸福感的重要因素是自尊、社会支持、家庭关系,社
会支持和家庭关系可以显著预测老年人的生活幸福

感。社会支持可以使老年人得到心理上的放松与满

足,使其产生愉快的心境,减少消极的情绪,从而增加

总体幸福感;当遇到问题时,懂得利用社会支持的个

体,会产生较多的正性情感;正性情感能降低负性情

感的影响,激发心理弹性,建立相应的个体资源,提高

个体应对问题的成功率,从而改善生活质量,并提高

个体的幸福感水平。此结果与张莉[19]的研究结果相

一致。相关研究显示,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有助于提

高个体的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增加积极情感,减
少消极情感[20]。老年人年龄越大,社会支持与主观

幸福感的关系越紧密,老年人因生理功能衰退,社会

功能弱化,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为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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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21]。本研究通过为养老机构失能老年人提供精神

文娱活动,包括组织养老机构失能老年人进行才艺展

示、增进互相沟通交流的机会,干预者陪伴老年人读

书看报、组织趣味游戏、适时地进行心理疏导等改善

老年人的幸福度水平,通过培养老年人广泛的兴趣爱

好,鼓励其积极参加养老机构组织的各种活动,丰富

失能老年人的生活,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提高老年人

的主观能动性,增进老年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可以提

升老年人的自尊和归属感。
综上所述,在校医学生团体参与养老机构失能老

年人照护服务能有效提高失能老年人生理和心理健

康及生活质量,提高失能老年人的幸福度水平。在校

医学生参与照护服务还可以达到资源的合理利用以

及互补促进。在校医学生更真实地接触到了专业理

论之外的实际应用,并且通过此次实践活动,培养了

在校医学生的爱心、责任心、耐心以及吃苦耐劳的精

神。此种以人性关怀理论为指导,受团体动力学理论

约束的团体照护活动可以在更多的养老机构中进行,
也可以延伸到社区和医疗机构,使更多的老年人得到

全方位的照护,以满足其生理及精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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