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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老年临终患者的护理问题日益凸

显。安宁疗护作为一种针对终末期患者的护理模式，旨在提高患

者的生活质量，减轻其痛苦，并尊重其生命尊严。本文将对老年

临终患者安宁疗护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期为相关领域的实践

和研究提供参考。

二、安宁疗护的概念及发展历程

安宁疗护的概念是指医护人员在患者生命的最后阶段，采用

舒适、平静、没有痛苦的护理方式，为患者提供减轻身体上和心

理上痛苦的医疗服务。在我国，安宁疗护最早出现在20世纪50

年代，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我国对

安宁疗护也越来越重视。在我国古代就有关于“临终关怀”的记

载，如《黄帝内经》《礼记·祭法》《孝经·开宗明义》等。安宁

疗护最早是由英国医师于1910年在英国伦敦建立，随着时代的发

展和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安宁疗护逐渐发展成为一项完善的医

疗体系。到现在我国也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安宁疗护体系，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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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老年临终患者的数量逐渐增加，由于我国目前对老年临终患者的重视程度不高，临床上

老年临终患者的治疗手段单一，给患者带来较大的痛苦，甚至造成患者死亡后无法得到应有的救治。因此，需要加强

对老年临终患者安宁疗护的研究与探索，通过对目前安宁疗护相关文献进行分析研究，了解安宁疗护在我国现阶段的

发展状况及存在问题。同时也要提高医护人员对老年临终患者安宁疗护的重视程度，制定出有效合理的措施对老年临

终患者进行护理。在本文中就对国内外老年临终患者安宁疗护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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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各地得到广泛应用。[1]

安宁疗护作为一种新型的医疗模式，最初在西方国家出现，

并逐渐成为世界范围内医疗卫生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全世

界得到广泛应用。安宁疗护在我国也有较长的历史，早在20世

纪20年代，我国就开始研究与实践安宁疗护，并对其进行深入

研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定义，安宁疗护是指为那些在疾

病终末期或老年患者在临终前提供身体、心理、精神方面的照料

和关怀。同时还包括与疾病相关的治疗、患者临终时的护理和死

亡教育等方面。目前我国对安宁疗护的定义还没有统一的标准，

但是在国内外有共同之处，都是由医护人员对老年临终患者进行

护理。

三、老年临终患者安宁疗护的重要性

（一）提高生命质量

在老年患者的生命进入终末期后，会出现躯体症状，包括疼

痛、呼吸困难、食欲不振、睡眠障碍等。安宁疗护可以缓解患者

的疼痛症状，也能让患者吃好、睡好、心情愉快，从而提高生命

质量。老年临终患者安宁疗护不仅是对患者生命的延长，更是对

Progress In Hospice Care In Elderly Hospice Patients
Xia Dan

Sun Bridge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enter, Pudong New Area, Shanghai, Shanghai  201210

Abstract   :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aging population, the number of elderly patients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Due to the low attention to the elderly patients in China,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elderly 

patients is single, which brings great pain to patients, and even causes the death of patients can not 

get due treatmen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 of hospice 

care for elderly patients, and analyze the current literature of hospice care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hospice care in China.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attention of medical staff to hospice care for elderly patients, and formulate effective and 

reasonable measures to care for elderly patients. In this paper, the development of hospice care is 

analyzed.

Key words :   old age; dying patients; hospice care



048 | MED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E

护理园地 | NURSING GARDEN

其尊严和价值的尊重。有研究表明，临终前的安宁疗护能提高临

终患者的生活质量。老年临终患者在生命最后阶段，身体和精神

状况都处于脆弱状态，家属和社会应给予关怀和照顾。安宁疗护

能让临终患者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关心，可以帮助临终患者放松心

情，缓解痛苦，减少恐惧心理，提高生命质量。

（二）缓解精神压力

老年人往往有着较多的负面情绪，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等负

面情绪，对自身的健康产生影响。在临床医学中，焦虑、抑郁等

负面情绪是一种常见的心理问题。对于老年临终患者来说，其自

身生理功能退化、疾病治疗难度大、对死亡的恐惧感是导致其产

生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的主要原因。在我国，老年患者群体是

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我国社会发展水平

的影响。由于老年人社会地位较低，再加上我国传统文化中“养

儿防老”等思想观念的影响，老年人通常会选择以子女为主要照

顾对象，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老年临终患者产生焦虑、抑

郁等负面情绪。[2]

由于年龄增大，患者的身体机能下降，自身抵抗力下降，疾

病治疗难度较大，再加上病情加重、对死亡的恐惧，患者很容易

产生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这些负面情绪会直接影响患者的精

神状态，从而导致患者身体素质下降。安宁疗护是以缓解临终患

者精神压力为目的的一种医疗服务，在安宁疗护过程中能够为临

终患者提供心理支持和社会支持。通过医务人员与临终患者的交

流，缓解老年临终患者内心的精神压力，并在一定程度上给予老

年临终患者心理安慰和心理疏导，帮助老年临终患者树立正确的

生命观，减轻其死亡恐惧感。

（三）完成生前心愿

人都有一种“我是谁”的意识，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就在

不断地找寻自己，希望得到他人的认可和尊重。死亡是生命的必

然归宿，在老年临终患者中，他们可能会有很多遗憾和不甘。一

些老年人甚至会不甘心自己的生命就这样结束，想要在亲人的陪

伴下离开这个世界。为了满足他们这一心愿，安宁疗护在很大程

度上能够帮助他们完成生前心愿。通过医护人员的沟通与陪伴，

能够让他们感受到亲人的温暖与关怀，帮助他们对死亡有一个正

确认识，并积极地面对死亡。同时在医护人员的陪伴下也能够减

轻老人在面对死亡时产生的恐惧心理和焦虑情绪，帮助老人正确

地面对死亡。

四、老年临终患者安宁疗护的研究现状

（一）症状管理研究

在老年临终患者的护理过程中，症状管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环节。症状管理主要是指对临终患者的各种症状进行干预，从而

减轻患者的痛苦。根据研究表明，症状管理对于提高老年临终患

者的生命质量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日常护理中，护理人员应多与

老年临终患者进行沟通，通过与其家属进行交流来减轻老年临终

患者的各种症状，从而提高其生命质量。例如在护理老年临终患

者时，护理人员可与老年临终患者进行交流沟通，通过沟通了解

其心理状况、需要以及对未来生活的想法，从而从多方面缓解老

年临终患者的症状，提高其生命质量。

老年临终患者在病情逐渐恶化的过程中，会出现很多痛苦的

症状，如呼吸困难、呕吐、意识障碍等。因此，护理人员在护理

过程中应将注意力转移到缓解患者的症状上。老年临终患者多患

有多种疾病，因此护理人员在护理过程中应积极了解老年临终患

者的疾病相关知识，通过对老年临终患者进行疾病相关知识的宣

教和对其家属进行专业知识的培训，减轻其症状。王雪等人采用

多学科团队协作的方法，从多方面对老年临终患者进行管理，将

症状管理贯穿于整个治疗过程中，提高了老年临终患者的生命

质量。

（二）心理护理研究

在临床医学中，临终患者常表现为悲观、烦躁、焦虑、抑郁

等心理问题，严重时会导致患者病情恶化，甚至死亡。在护理过

程中，医护人员不仅要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还要对其进行心理

护理，使其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在西方国家，对临终患者的护理

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很多国家都已开展了临终关怀项目。随

着我国社会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和人口基数的增加，老年人口数量

也越来越多，这就导致了我国临终患者数量也随之增加。据调查

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将达到2.49亿人。可以预见

的是，在未来的几十年内我国将会有更多的老年患者出现。[3]

（三）生活质量研究

安宁疗护在我国兴起时间较短，对安宁疗护的研究也较少，

在老年临终患者生活质量方面的研究较少。徐霞等对334例老

年临终患者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老年临终患者生活质量总分

为（187.20±38.00）分，安宁疗护组生活质量高于常规护理组

（P<0.05）。在生理功能方面，安宁疗护组老年临终患者身体机

能评分（77.26±9.71）分、心理功能评分（48.51±10.47）分均

高于常规护理组（P<0.05）；在社会功能方面，安宁疗护组老年

临终患者的社会功能评分（43.63±13.61）分均高于常规护理组

（P<0.05）。

目前我国关于老年临终患者的生活质量研究较少，国外关于

此方面的研究较多。李莉等以安宁疗护组老年临终患者为研究对

象，通过调查问卷法，分析了其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并提出

了相应的护理策略。结果显示：在生活质量方面，安宁疗护组老

年临终患者生活质量明显高于常规护理组（P<0.05）；在生理

功能方面，安宁疗护组老年临终患者生活质量优于常规护理组

（P<0.05）；在社会功能方面，安宁疗护组老年临终患者社会功能

明显优于常规护理组（P<0.05）。说明安宁疗护组老年临终患者

生活质量水平明显高于常规护理组。

（四）伦理与法律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不

断提高，开始更加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重视生命最后阶段

中的各种权利。在我国传统观念中，子女需要对父母尽到赡养义

务，承担起照顾父母的责任和义务，而对于老年患者来说，他们

更希望能够在临终前有尊严地走完人生最后一程。我国对于老年

患者的权利保障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如我国没有关于临终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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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无法在医疗护理等方面给予临终患者

一定的帮助。另外，我国在临终关怀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如缺少关于安宁疗护方面的专业人才，医疗护理质量不高等。

安宁疗护的最终目的是让临终患者和家属能够以积极乐观的

态度面对死亡，并尊重患者和家属的个人意愿，维护其尊严。随

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越来越严重，老年临终患者的数量也逐渐

增多。如何妥善解决老年人在生命最后阶段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是我国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目前，我国相关部门已经出台了多

项政策和法律法规来保护临终患者的权利，并从医疗、社会保障

等方面给予临终患者一定的帮助。但由于我国关于临终患者权利

保障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还需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从而保

障老年人在临终阶段的各项权益，实现“以人为本”、“生命至上”

的社会理念。

五、老年临终患者安宁疗护的未来展望

（一）跨学科合作与整合

由于老龄化问题的逐渐凸显，老年人临终患者的数量也在逐

年增加。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如何有效地帮助他们度过生

命的最后阶段，这是安宁疗护未来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而安宁疗护作为一项跨学科性很强的工作，它涉及到医学、护

理、心理学、社会学、哲学、伦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安宁疗护

涉及到临终患者心理上的变化和需求，这就要求医疗机构在做好

医疗工作的同时，更要注重患者心理上的护理和关怀；安宁疗护

涉及到社会文化问题，因此，医护人员不仅要有专业知识，还

要有人文关怀能力；安宁疗护涉及到医学和护理人员心理健康 

问题。[4]

安宁疗护的跨学科性决定了它需要跨领域、多学科的合作，

不仅要与医疗、护理、心理等学科进行合作，也需要与社会保

障、公共卫生、教育等其他学科进行整合。随着安宁疗护的普

及，以及公众对安宁疗护的认知度逐渐提高，人们对安宁疗护的

需求也从单一的治疗逐渐延伸到治疗和护理之外的康复保健，安

宁疗护需要在多学科合作中发展。另外，老年患者也不再满足于

单纯的临终关怀和临终护理，他们对死亡过程中的各个阶段有更

高层次的需求，如对死亡过程中生与死两个问题有更高层次的需

求。因此，安宁疗护也需要在多学科合作中发展。

（二）科技创新与应用

科技的发展给医疗服务带来了新的活力，在老年临终患者的

安宁疗护工作中，医疗科技创新与应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我国目前在安宁疗护领域还缺乏更多的科研投入，需要政府

加大对相关研究工作的支持力度。国家可以通过增加科研资金投

入，为医护人员提供科研支持和项目资助。在安宁疗护领域，还

可以通过将互联网、物联网技术应用到老年临终患者的安宁疗护

工作中，促进安宁疗护工作效率和质量的提高。目前，一些新兴

的安宁疗护技术也得到了发展与应用，如人工智能技术、虚拟现

实技术等。这些新科技技术能够为老年临终患者提供更好的医疗

服务，使其获得更高质量、更舒适的临终体验。[5]

（三）政策支持与社会推广

当前，国家层面也已出台相关政策文件，例如《关于推进医

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

展的若干意见》等，明确了安宁疗护在医疗联合体中的地位与作

用，推动了安宁疗护在全国范围内的快速发展。但从目前我国安

宁疗护的发展情况来看，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

因此，国家和相关部门需要不断完善安宁疗护的政策法规和制

度，加强对安宁疗护工作人员的专业培训，以此来更好地推动我

国安宁疗护事业的快速发展。

六、结语

老年临终患者安宁疗护作为终末期患者护理的重要模式之

一，在症状管理、心理护理、生活质量提升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

研究成果。然而，安宁疗护在实践中仍面临诸多挑战和问题，需

要跨学科合作、科技创新和政策支持等多方面的努力来推动其进

一步发展。相信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将为老年临终患者提供更

加完善、人性化的护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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