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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休老干部常见心理问题与护理对策
周洪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四医院门诊部 江西南昌 330002）

摘要：目的：探讨离休老干部常见不良心理状态，制定相应的护理对策。方法：对 7 540 例门诊及住院离休老干部的心理问题进
行总结分析，同时给予积极疏导。 结果：离休老干部常常存在离休综合征、空巢综合征、神经症等不良心理表现，制定尊重老年人

格、重建健康模式的心理护理措施，能明显改善或消除他们的不良心理状态。 结论：离休老干部普遍存在不良心理问题，及时做好

心理护理工作能充分保证老年人身心健康，提高其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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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于 2002年 5月成立离休老干部诊室，至 2006年 6
月共接待就诊的离休老干部 7%540例，其中男 7%523人，女 17
人，收治住院 403人，平均年龄 73岁。 在诊疗中发现他们除
了身体疾患外，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心理问题，这些问题
与他们的地位改变、环境改变及个性等因素有关，并对原有
疾病的恢复有十分不利的影响。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进行了
原因分析与心理护理，通过共同努力，他们的情绪得到了明
显的改善。现将 7%540例离休老干部心理护理研究对策如下：
1%%%%心理问题分析
1.1%%%%离休综合征 离休综合征是指在职领导在离休后出现
的适应性障碍[1]。 离休后由于职业生涯发生很大变化，从长期
紧张而规律的职业生活，突然转到无规律、懈怠的离休生活，
加之随着离休后社交范围缩小，人际关系发生了改变，这种
应激因素对身心方面的干扰，使一些老干部在一个时期内难
以适应现实生活，由此引发出一些偏离常态的行为，甚至引
起其它疾病的发生或发作，严重地影响了健康。
1.2%%%%空巢综合征 “空巢”是指无子女或子女成人后相继离
开家庭，形成中老年人独守家的特点，特别是老人单身家庭，
西方国家称之为空巢[2]。 离休老干部的子女大多工作较忙，闲
余时间少，几乎不能与父母住在一起，仅是休息日来看看父
母，相互交流甚少，而到医院就诊往往都是一个人或是老伴
两人同来，身体不适、情绪低沉，免疫力较低，容易生病。
1.3%%%%神经症表现 在家主要表现为坐卧不安， 行为重复，犹
豫不决，不知所措，由于情绪的改变而易急躁和发脾气，对任
何事情不满或不快，易回忆或叙述以往的经历，每听到别人
议论工作时，常常烦躁不安、敏感，怀疑是影射或有意批评自
已；有的老干部情绪忧郁，甚至引起失眠、多梦、心悸、阵发性
全身燥热感等；部分有更年期综合征的临床表现。 这些现象
在平时工作繁忙、事业心强、争强好胜的老干部中尤其突出。
1.4%%%%角色转变 离休后的老干部自尊心强，性格固执，这类
老人喜欢周围的人都尊敬他，恭敬他，依从他。 这些老干部大
部分都是从战争年代过来的，经常回忆自己一生所经历的事
情，并以之为自豪。 现在病了，常有一些失落感，总担心别人
会轻视他，不重视他。
2%%%%护理措施
2.1%%%%尊重老年人格 在工作中我们发现，离休老干部更喜欢
我们称呼他们原有的职务， 他们有一种成就感和被尊重感。
因此，对首次来就诊的老干部，在不知原有职务的情况下，称

呼“首长，您好”并主动搀扶入座。 在知道姓名时，称呼“某
老”；知道以往职务时，最好以职务称呼。 通过护士真诚亲切
的问候，与患者建立了互相信任的第一印象。
2.2%%%%重建健康模式
2.2.1%%%%建立新生活作息表 帮助老干部建立自己新的生活
作息制度。 了解每位离休老干部原有的作息时间，在此基础
上进行调整，1周后进行回访，1个月后制定完整的时间作息
表交于老干部。
2.2.2%%%%建立群体关系 帮助老干部主动去接触新的环境，建
立新的人群关系， 并从这种新的人群关系上寻找新的乐趣，
丰富生活、焕发精神、陶冶情操。 帮助老干部养成良好的生活
习惯，戒烟节酒。 根据每个人的爱好，制定相应的起居、饮食、
运动计划送给他们。 鼓励他们多接触大自然的良辰美景，或
欣赏优美的音乐艺术，赏玩一些花、草、工艺品或字画等。 老
干部大多有知识文化，通情达理，会愉快地接受[2]。
2.2.3%%%%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 老年人需要家庭和睦，家庭成
员的理解、支持和照顾。 在对那种性格偏激、固执、从医行为
较差的老干部，我们采取团体咨询的方法，与患者、家属一起
讨论解决由于上述原因引起的康复问题。
2.2.4%%%%健康教育处方 与老干部一起制定个性化健康教育
处方，并对每位离休老干部进行计划实施及效果评估，适时
调整。
3%%%%讨论

人在情绪消沉、悲伤或焦虑不安的时候，会伴有胃肠蠕
动减弱，消化液分泌减少和生物化学调节失常；人情绪紧张、
恐惧或忿怒的时候，会伴有脉搏加快，呼吸急促，血压和血糖
升高，消化液分泌减少以及由于末梢血管收缩而引起手脚发
冷等[2]，而离休综合征、空巢综合征会引起老年人免疫力下
降，引起各种疾病。 因此，注重老年患者的心理护理，是现代
医学护理的一门课题，而离休老干部文化素质高，修养好，对
护士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护士不但要掌握老年人的生理、
病理、心理等医学知识，还要有针对性地掌握离休老干部的
特点，改善其不良情绪，真正做到让离休老干部从工作岗位
上顺利过渡到宽松、休闲的退休生活中，身体和心理都得到
健康，安享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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