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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卫生部“十二五”规划教材·全国高等学校教材：老年护理学（第3版）（供本科护理学类专
业用）》的主要特点如下：①凸显老年护理学课程的个性，注意与相关专业课程内容的联系与衔接，
避免与其他相关教材不必要的重复或遗漏。
②突出老年护理特色，注意与老年人健康需求紧密结合，重点介绍最常见的、具有代表性的老年慢性
病，着重从护理角度阐明如何为老年人和老年患者提供整体护理。
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③反映国内外老年护理学领域的新知识、新成果和新进展，在继承原教材主体框架的基础上，对各章
的内容均有不同程度的更新，增强了可读性和适用性。
④每章开头设有情境导入，正文中编有1～3个box，章末设置思考题，为教学互动、自学思考提供了
平台与空间；书末附有常用量表、中英文名词对照索引和参考文献，可供读者进一步查阅和学习。
⑤具有与教材配套的光盘。
该光盘素材丰富，功能齐全，具有较强的启发性和延伸性，有助于实现和满足学生的发展需求。
　　《卫生部“十二五”规划教材·全国高等学校教材：老年护理学（第3版）（供本科护理学类专
业用）》主要供本科护理学类专业使用，也可作为临床护理人员继续教育、老年护理岗位培训及老年
护理机构工作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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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老年人与人口老龄化 一、人的寿命和老年人的年龄划分 二、人口老龄化 三、人口
老龄化的对策 第二节老年护理学概述 一、老年护理学及其相关概念 二、老年护理的目标与原则 三、
老年护理的道德准则和执业标准 第三节老年护理学的发展 一、国外老年护理的发展 二、我国老年护
理的发展 第二章老年护理相关理论 第一节老化的生物学理论 一、随机老化理论 二、非随机老化理论 
三、老化的生物学理论与护理 第二节老化的心理学理论 一、人格发展理论 二、自我效能理论 三、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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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史 二、体格检查 三、功能状态评估 四、辅助检查 第三节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评估 一、情绪与情感
评估 二、认知评估 第四节老年人社会健康状况评估 一、角色功能评估 二、环境评估 三、文化与家庭
评估 第四章老年人的健康保健与养老照顾 第一节概述 一、老年保健的概念 二、老年保健的重点人群 
三、老年保健服务对象的特点 第二节老年保健的发展 一、国外老年保健的发展 二、我国老年保健的
发展 第三节老年保健的基本原则、任务和策略 一、老年保健的基本原则 二、老年保健的任务 三、老
年保健的策略与措施 第四节养老与照顾 一、社会发展对养老照顾的影响 二、养老照顾模式 第五章老
年人的心理卫生与精神护理 第一节老年人的心理卫生 一、老年人的心理特点及影响因素 二、老年人
常见的心理问题与护理 三、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维护与促进 第二节老年期常见精神障碍患者的护理 一
、老年期抑郁症患者的护理 二、老年期痴呆患者的护理 第六章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护理 第一节 日常生
活护理的注意事项 一、鼓励老年人充分发挥其自理能力 二、注意保护老年人的安全 三、尊重老年人
的个性和隐私 第二节环境的调整及安排 一、室内环境 二、室内设备 三、厨房与卫生间 第三节沟通 一
、非语言沟通的技巧 二、语言沟通的技巧 第四节皮肤清洁与衣着卫生 一、皮肤清洁 二、衣着卫生 第
五节饮食与排泄 一、。
饮食与营养 二、排泄 第六节休息与活动 一、休息与睡眠 二、活动 第七节性需求和性生活卫生 一、概
述 二、影响老年人性生活的因素 三、对老年人性生活的护理评估 四、老年人性生活的护理与卫生指
导 第七章老年人的安全用药与护理 第一节老年人药物代谢和药效学特点 一、老年人药物代谢特点 二
、老年人药效学特点 第二节老年人常见药物不良反应和原因 一、老年人常见药物不良反应 二、老年
人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高的原因  第三节老年人的用药原则 一、受益原则  二、5种药物原则 三、小剂
量原则 四、择时原则 五、暂停用药原则  第四节老年人安全用药的护理 一、定期全面评估老年人用药
情况 二、密切观察和预防药物不良反应 三、提高老年人用药依从性 四、加强用药的健康指导 第八章
老年人常见健康问题与护理 第一节各系统的老化改变 一、呼吸系统 二、循环系统 三、消化系统 四、
泌尿系统 五、内·分泌系统 六、运动系统 七、神经系统 八、感觉器官 第二节老年人常见健康问题与
护理 一、跌倒  二、噎呛 三、尿失禁 四、便秘 五、疼痛 六、营养缺乏一消瘦 七、口腔干燥 八、视觉
障碍 九、老年性耳聋 第九章老年人常见疾病与护理 第一节老年高血压患者的护理 第二节老年冠心病
患者的护理 一、老年心绞痛 二、老年急性心肌梗死 第三节老年脑卒中患者的护理 一、老年脑梗死 二
、老年脑出血 第四节老年肺炎患者的护理 第五节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的护理 第六节老年胃食
管反流病患者的护理 第七节老年糖尿病患者的护理 第八节老年骨质疏松症患者的护理 第九节老年退
行性骨关节病患者的护理 第十章老年人的临终护理 第一节概述 一、老年人临终关怀的现状 二、影响
我国老年人临终关怀的主要因素 三、老年人临终关怀的意义 第二节老年人的死亡教育 一、心理类型 
二、死亡教育 第三节老年人的临终护理 一、临终护理的概念 二、临终老年人的心理问题及护理 三、
老年人临终前常见的症状和护理 四、对丧偶老年人的哀伤辅导 附录一美国的老年护理执业标准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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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在护理实践中，护理对象的主动参与是干预成败的关键。
自我效能理论提示在老年护理评估和计划时，必须审视所制订的策略和措施是否适合老年人的个体需
求，如何增强老年人执行健康行为以及接受治疗或护理干预的信心。
通过评估老年人的自我效能水平，分析影响自我效能的主要因素，有针对性地提出提高老年人自我效
能水平的干预措施，以此来提高护理服务的质量，对临床护理工作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第三节 老化的社会学理论 老化的社会学理论主要研究、了解及解释社会互动、社会期待、社会制度
与社会价值对老化过程适应的影响。
标志性的理论有隐退理论、活跃理论、次文化理论、交换理论、现代化理论、社会环境理论、年龄分
层理论和持续理论等。
本节主要描述与护理活动关系较为密切的隐退理论、活跃理论、持续理论和次文化理论。
 一、隐退理论 隐退理论（disengagement theory）于1961年由卡明（E.Cumming）和亨利（W.Henry）提
出。
该理论认为社会平衡状态的维持，决定于社会与老年人退出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彼此有益的过程。
这一过程是社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老年人本身衰老的必然要求。
隐退理论的前提是：①隐退是一个逐渐进行的过程；②隐退是不可避免的；③隐退是双方皆感满意的
过程；④所有社会系统都有隐退的现象；⑤隐退是一种常模。
此理论认为，老年期不是中年期的延续，老年期有自身的特殊性，老年人逐步走向以自我为中心的生
活，生理、心理以及社会等方面的功能也逐步丧失，与社会的要求正在渐渐拉大距离。
因此，对老年人最好的关爱应该是让老年人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从社会中逐渐疏离，不再像中
年期或青年期那样拼命奋斗。
此外，一个社会要保持持续的发展，就必须不断地进行新陈代谢。
进入老年社会，就像选手将接力棒交给下一个选手一样，自己从社会角色与社会跑场中隐退，这是成
功老化所必须经历的过程，也是一种有制度、有秩序、平稳的权力与义务的转移。
这个过程是促进社会进步、安定、祥和的完善途径，也是人类生命世代相传，生生不息的道理。
此理论可用于指导老年人适应退休带来的各种生活改变。
 该理论的缺陷是很容易使人将老年人等同为无权、无能、无力的人，使社会对老年人的漠视合情化、
排斥合法化、歧视合理化。
 二、活跃理论 活跃理论（activity theory）又称活动理论，1963年由Havighurst提出。
其主要的论点是认为老年是中年期的延伸，主张老年人应与中年时代一样从事社会上的工作及参与社
会活动。
而且，社会活动是生活的基础，对各个年龄阶段的人来说都同样重要。
对于一个正在变老的人，活动尤为重要，是老年人认识自我、获得社会角色、寻找生活意义的主要途
径。
老年人生理、心理和社会等各方面的健康均有赖于继续参加活动。
 Havighurst等于1963年、1968年发表的堪萨斯市成人生活研究中指出，参加志愿者组织、教堂等各项活
动的老人，能够显示多元且丰富的创造性角色（productive roles）和自我定位。
其研究结果支持活动理论的观念，即高龄者若能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将可满足其心理及社会层面的需
求，并增进生活的适应与生活满意的程度。
在现实生活中也不难发现老年人常常有一种“不服老”的感觉，一些老年人常常有一种急迫“发挥余
热”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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