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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老年护理学是以老年人为研究对象，从其健康需要出发，研究自然、社会、文化教育和生理、心
理等因素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探求运用护理程序解决老年人的健康问题，使老年人获得或维持最佳
的健康状态或有尊严且安宁地离开人世，从而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的一门学科。
它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它不同于一般护理学，也不同于老年医学。
老年护理学是一门独立而年轻的学科，是护理学的一个分支。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类生活的改善，人类平均寿命普遍延长，人口老化问题日益突出，这已
成为世界性的潮流。
近20多年来，率先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一些发达国家，在老年护理学教育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
越来越多的医学院校将老年护理学纳入课程设置，作为护理专业的必修课：一些国家已建立起老年护
理专科认证制度；还有的国家已开设了老年护理学硕士、博士培养项目。
对培养合格的老年护理专科护士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老年护理学”虽已纳入我国大部分高等医学院校护理专业课程设置，但其教材的选择仍十分有限，
现有教材尚不能完全满足老年护理学学科发展的需要。
为编写一部适合我国目前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护理专业的教材，本教材编者充分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
渊博学识、宝贵的临床和教学经验及丰富的编写经验，力求体现对编写本教材的严谨求实和精益求精
；编者参考国内外最新《老年护理学》教材，充分反映当今社会老年护理领域的现实与进展，力求体
现本教材的先进性；注重结合我国国情，力求体现本教材的实用性：运用现代护理学观点，以老年人
的健康为中心，充分考虑老年人在生理、心理、社会适应能力方面与其他年龄组人群的差异，采用护
理程序的编写框架，力求体现本教材的科学性和系统性：每章节前后附加有关的现实案例分析和思考
题，注重老年人护理的特点，提高学生对学习内容的兴趣，引导学生积极思考，也力求体现本教材独
特的针对性、启发性和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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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全书共分十章，包括概论、老化原因和机制、正常
人的老化变化、老年人的健康评估、老年人正常保健与护理、老年人常见心理和精神健康问题护理、
老年人特有症状护理、老年常见疾病患者护理、老年临终关怀、老年保健及老年机构等内容，每章节
前后附加案例分析和思考题。
　　《老年护理学（第2版）》为本科护理学类专业教材，也可作为护上继续教育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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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三、文化评估第四节 生活质量评估一、生活质量的概念二、常用评估工具第五章 老年人日常保
健与护理第一节 饮食与营养一、老年人必需的营养素二、老年人的营养学特点三、影响老年人饮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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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 运动一、运动与健康二、影响老年人运动的因素三、老年人运动能力的评估四、适宜于老年人的
运动第四节 生活节律与睡眠一、生活节律二、休息与睡眠三、生活方式第五节 排泄一、排泄与健康
二、排泄能力的评估三、排泄的一般护理第六节 皮肤一、皮肤与健康二、皮肤日常清洁与保健三、皮
肤与饮食四、清洁护肤用品的选择五、老年人衣着卫生第七节 性需求一、老年人的性与健康二、影响
老年人性生活的常见因素三、老年人性健康问题的评估四、老年人的性保健第八节 危机与安全一、危
机二、安全第六章 老年人常见心理和精神健康问题护理第一节 离退休综合征第二节 脑衰弱综合征第
三节 老年焦虑症第四节 老年抑郁症第五节 老年痴呆第六节 空巢综合征第七节 高楼住宅综合征第八节 
老年谵妄第九节 老年疼痛第七章 老年人特有症状护理第一节 老年跌倒第二节 老年卧床第三节 老年挛
缩第四节 老年压疮第五节 老年便秘第六节 老年大便失禁第七节 老年尿失禁第八节 老年低体温症第八
章 老年常见疾病患者护理第一节 绪论一、流行病学特点二、病因学特点三、病理学特点四、临床特
点五、诊断学特点六、治疗学特点七、预后学特点八、护理学特点第二节 老年呼吸系统常见疾病患者
护理一、老年慢性肺源性心脏病二、老年呼吸衰竭三、老年肺炎四、老年肺结核五、老年原发性支气
管肺癌六、老年肺栓塞七、老年胸腔积液八、老年自发性气胸第三节 老年循环系统常见疾病患者护理
一、老年心力衰竭二、老年心律失常三、老年高血压病四、老年直立性低血压五、老年心绞痛六、老
年急性心肌梗死七、老年无症状性心肌缺血八、老年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第四节 老年消化系统常见疾
病患者护理一、老年急腹症二、老年胃食管反流病三、老年食管裂孔疝四、老年消化性溃疡五、老年
缺血性肠病六、老年结肠息肉第五节 老年泌尿和生殖系统常见疾病患者护理一、老年尿路感染二、前
列腺良性增生症三、膀胱癌四、肾癌五、老年肾衰竭六、老年透析疗法第六节 老年代谢和内分泌系统
常见疾病患者护理一、老年糖尿病二、老年甲状腺功能亢进症三、老年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四、老年高
尿酸血症和痛风五、老年高脂血症第七节 老年神经系统常见哟削扬旨护理一、缺血性脑血管病二、出
血性脑血管病三、血管性痴呆四、帕金森病五、硬膜下血肿六、颅脑肿瘤七、面神经疾病八、周围神
经病变第八节 老年眼耳鼻咽喉口腔科常见疾病患者护理一、老年性白内障二、青光眼三、老年性黄斑
变性四、玻璃体液化五、老视六、老年性耳聋七、喉癌八、老年龋病九、老年牙周病十、老年口腔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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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十一、口腔扁平苔藓十二、颞颌关节脱位第九节 老年骨骼系统常见疾病患者护理一、老年骨质疏松
症二、老年退行性骨关节病第十节 老年常见妇科疾病患者护理一、围绝经期综合征二、老年性阴道炎
三、子宫脱垂四、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五、卵巢肿瘤第十一节 其他老年常见疾病患者护理一、老年皮
肤瘙痒症二、老年湿疹三、老年带状疱疹四、老年水、电解质和酸碱平衡紊乱五、老年患者营养支持
第九章 老年临终关怀第一节 临终关怀学一、临终关怀学的一般概念二、临终患者的生理变化三、临
终患者的心理反应与行为变化四、临终的社会反应第二节 老年临终患者护理一、老年临终期特点二、
老年临终关怀主要护理内容三、临终关怀管理和人员培训第三节 死亡教育一、死亡的定义二、对待死
亡的态度三、死亡教育第十章 老年保健及老年机构第一节 老年保健一、概念二、特点第二节 老年保
健发展一、国外老年保健发展概况二、我国老年保健发展概况第三节 老年保健原则一、全面性原则二
、区域化原则三、费用分担原则四、功能分化性原则附：联合国老年保健原则第四节 老年保健任务和
策略一、老年保健重点人群二、老年保健基本任务三、我国老年保健策略第五节 老年社会机构与组织
一、老年社会机构二、老年学术组织三、老年教育组织四、老年文体组织五、老年智力咨询组织参考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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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人口老化特征　　人口老化现象是医疗卫生条件改善和医疗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人口
出生水平和死亡水平均不断下降、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的结果；也是社会进步与经济不断发展的标
志。
　　（一）世界人口老化特征　　1．人口老化随着科学与经济发展而加速20世纪上半叶，经济发达国
家的人口相继发生老化。
从全球人口老化的发展趋势中，不难看出一个明显的事实：即凡是“老年型人口”的国家或地区，都
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
1991年，世界上有29个国家的老年人口比例超过17％，其中9个国家超过20％，这些均为发达国家。
在我国现有老年人口比例达到或超过10％的上海、北京、天津、江苏、浙江等地，也都是我国经济文
化比较发达的省市。
而老年人口比例未到10％的地域．无论国外或国内，都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或地区，这可以认
为是当今人口老化的一种规律。
　　2．发展中国家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快目前世界上65岁老年人口数量每月以80万的速度增长，其中66
％集中在发展中国家。
2000年，发展中国家的老年人口数约占全世界老年人口总数的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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