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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护理对双向情感障碍患者康复效果的影响分析 

于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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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全面护理对双向情感障碍患者康复效果的影响。方法 该研究总共纳入 60 例实验对象，

均是 2021 年 6 月至 2022 年 6 月到医院诊治双向情感障碍患者，利用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分组，其中 30 例开展常

规护理的患者纳入常规组，余下 30 例实施全面护理的患者纳入实验组。运用健康调查简表（SF-36）对比两组的

生活质量，统计两组的危险行为。结果 干预后，在精力评分、精神评分、健康评分及生理评分上，实验组均高于

常规组（P＜0.05）。在危险行为发生率上，实验组低于常规组（P＜0.05）。结论 在双向情感障碍患者的康复治

疗期间，实施全面护理的效果良好，有助于改善生活质量，预防危险行为的发生，临床可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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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on the rehabilitation effect of patients with bipolar disorder 

Fang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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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on the rehabilitation effect of patients with 
bipolar disorder. Methods A total of 60 experimental subjects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all of whom received treatment 
for bipolar disorder in the hospital from June 2021 to June 2022.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as used for grouping, 
with 30 patients receiving routine nursing included in the routine group and the remaining 30 patients receiving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cluded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Using the Health Survey Brief (SF-36) to compare the quality 
of life between two groups and analyze their risk behaviors. Results After interventio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howed 
higher scores in energy, mental, health, and physiological aspects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incidence 
of dangerous behavior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During 
the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bipolar disord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has a good 
effect, which help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 risky behaviors. It can be further promoted 
and applied in cli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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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情感障碍在临床较为常见，是一种躁狂症与

抑郁症来回发作的易导致患者残疾的慢性精神疾病[1]。

近些年来，随着生活压力与工作压力的增加等，使得精

神类疾病的患病人数呈逐年增加的趋势，尤其是双向

情感障碍患者数量不断增加，给患者的日常生活造成

极大不良影响[]。药物是临床治疗双向情感障碍的常用

手段，但因疾病的特殊性，药物治疗期间需重视护理工

作，以保证药物治疗效果，促进患者尽早康复出院[]。

鉴于此，该研究以 60 例双向情感障碍患者作为实验对

象，探究全面护理的具体应用及医学作用，具体报告如

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择取 2021.06~2022.06 为研究时段，抽取该时间段

内到医院诊治且临床检查存在双向情感障碍症状的 60
例患者作为实验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各

30 例。实验组中男 17 例、女 13 例；年龄区间范围在

22 岁至 60 岁，平均（41.97±10.42）岁。常规组中男

16 例、女 14 例；患者年龄范围在 31 岁-55 岁，平均

（41.30±6.22）岁。对比两组的各项资料差异较小（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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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 
纳入标准：经临床相关检查诊断为双向情感障碍；

年龄＞18 岁；存在不同程度情绪高涨、思维活跃、情

绪低落、兴趣减少等症状；均为首次发病；对拟采取的

护理措施知情并签署同意书。 
排除标准：并发其他精神病变；心肝肾等器官组织

出现恶性病变；存在自杀倾向或伤人行为；女性患者处

于妊娠阶段或哺乳阶段；并发急性或慢性病变。 
1.2 方法 
常规组开展常规护理：护理人员口头简单向患者

介绍双向情感障碍的相关知识点；叮嘱其严格遵医嘱

用药，护理人员负责监督；动态监测患者的各项体征，

做好安全防护工作，必要时可使用约束带约束患者。实

验组展开全面护理，具体措施为： 
（1）心理护理：入院后，护理人员主动与患者聊

天，每周聊天 2 次～3 次，耐心解答其困惑，获取其信

任，并尊重其人格，保护其隐私，形成良好的护患关系。

在聊天期间，护理人员应充分发挥倾听者的作用，引导

患者诉说内心的真实感受，了解其对疾病的认知状况，

经常使用鼓励性语言和表扬性语言，并给予其支持，注

意聊天时间尽可能控制在 30min，避免患者反感或厌倦。

同时，结合患者的喜好在病房内播放音乐或视频，让其

身心处于放松状态，避免反复出现躁狂症和抑郁症。此

外，护理人员经常与患者家属联系，鼓励家属经常前往

医院探视患者，并介绍当前病情，告知探视时间、与患

者沟通的方式等，并共同制定健康的生活方案。 
（2）健康教育：当患者情绪处于稳定状态下，为

其发放双向情感障碍知识手册，在患者阅读时为其详

细讲解，并播放疾病短片、召开座谈会等辅助宣教，引

导其正确看待疾病。 
（3）药物护理：护理人员详细告知患者各种药物

使用方法、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及需注意要点等，反复

强调遵医嘱用药对病情康复的重要性，提高用药配合

度。 
（4）社交训练：在初期阶段由相熟的亲朋好友陪

同患者外出活动，并让其与外人聊天，锻炼其情感调节

能力与辨别能力，后期阶段可让患者自行外出，独自完

成与外界的交流活动，从而回归社会正常生活。 
1.3 观察指标 
（1）生活质量：运用健康调查简表（SF-36）作为

评估工具，量表从精力、精神、健康及生理等方面进行

评估，每项计为 100 分，生活质量随着分数的增加而

上升。（2）危险行为：统计危险行为发生的例数，计

算发生率。 
1.4 统计学分析 
文中数据的统计学分析、处理由 SPSS 25.0 执行，

因其中的计量资料为正态分布，在文中的呈现形式采

取（x±s）形式，检验方式为 t 检验；计数资料在文中

的呈现形式采取[n(%)]形式，检验方式为 x2检验。统计

学有意义的判断标准为 P＜0.05。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的生活质量 
从表 1 的结果能发现，干预后，实验组较常规组，

其精力评分、精神评分、健康评分及生理评分更高（P
＜0.05）。 

2.2 评价两组的危险行为发生率 
从表 2 的结果可看出，在危险行为发生率上，同

常规组相比，实验组更低（P＜0.05）。 

表 1  对比两组的生活质量（ sx ± ，分） 

组别 例数 精力评分 精神评分 健康评分 生理评分 

实验组 30 89.57±1.81 90.47±3.37 90.27±2.30 90.80±3.13 

常规组 30 80.47±2.66 82.83±2.23 81.90±3.19 82.60±2.54 

t - -15.475 -10.346 -11.652 -11.133 

P - 0.000 0.000 0.000 0.000 

表 2  评价两组的危险行为发生率[n(%)] 

组别 例数 危险行为发生率（%） 

实验组 30 2(6.67) 

常规组 30 8(26.67) 

x2 - 4.320 

P - 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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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双向情感障碍属于临床常见的心境障碍类疾病，

目前尚未完全明确其发病原因，可能与遗传因素、环境

因素（比如重大心理社会生活应激事件、神经内分泌紊

乱等），临床上表现为躁狂、抑郁[4]。双向情感障碍具

有较高的复发率、残疾率、自杀率等，给患者家庭和社

会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5]。对于双向情感障碍，临床侧

重于药物治疗，同时配合护理干预以提高用药配合度，

实现疾病转归，加快病情康复速度[6]。 
常规护理是双向情感障碍患者常用的护理模式，

但干预效果不理想。全面护理是一种新型护理模式，其

强调以人为本的护理理念，全方位分析患者的实际状

况，提供全面、针对性、优质的护理服务，尽可能降低

疾病对身心健康的影响，预防情感障碍并发症的发生，

不断提升情感调节的效果，确保情感处于稳定状态[7]。

全面护理的出现有效解决常规护理存在的片面性、机

械性等局限性，其尊重患者在护理工作中的主体地位，

对其精神、心理、生理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尽可能满

足其心理和生理等方面的护理需求，有利于患者尽早

康复出院[8]。该研究发现，实验组经全面护理干预后，

其生活质量评分及危险行为发生率均优于常规组（P＜
0.05），这充分证实全面护理的有效性和可行性。分析

其原因是：全面护理将患者作为护理工作的核心，为其

提供全面优质的护理服务，并在临床实际执行过程中

适当调整护理措施，保证护理服务质量，提高护理效果
[9]。通过心理护理，有助于舒缓患者的负性情绪，保持

情感处于稳定状态；加强健康教育，能引导患者正确看

待疾病，加深疾病认知；加强药物护理，反复强调遵医

嘱对病情康复的积极作用，有助于提高用药配合度，快

速减轻情感障碍，减少危险行为的发生；加强社交训练，

有助于患者尽早回归社会正常生活，提升生活质量[10]。 
综上所述，针对双向情感障碍患者，实施全面护理

的康复效果良好，可有效预防危险行为的发生，提高生

活质量，值得临床加大推广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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