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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在银屑病患者皮肤护理管理中的应用效果 

王冬雪 

齐齐哈尔市中医医院皮肤科  黑龙江齐齐哈尔 

【摘要】目的 循证护理在银屑病患者皮肤护理管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实验于 2020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期间选择 88 例因银屑病前来我院就诊的病人进行调研，参与本次调研病人均接受对症治疗，在治

疗期间搭配护理干预。按照护理举措将其命名为常规组、研究组，每组均纳入 44 例病人。常规组在本次调

研中所采用的护理方案为传统常规护理，研究组所采用的护理方案为循证护理。总结与探究 2 种护理方案

实施效果。结果 护理后常规组生活质量评分有所提高，与护理前相比有一定差异，（P<0.05）；护理后研

究组生活质量评分有所提高，与护理前相比有一定差异，（P<0.05）。虽然经过护理，常规组与研究组生活

质量评分改善，但常规组生活质量评分仍然低于研究组，两组对照差异明显，（P<0.05）。结论 循证护理

在银屑病患者皮肤护理管理中实施效果优异，此方案值得临床应用与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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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effect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in skin care management of patients with psori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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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in skin nursing management of 
patients with psoriasis. Methods from January 2020 to December 2020, 88 patients who came to our hospital for 
treatment due to psoriasis were selected for investigation. All patients participating in this investigation received 
symptomatic treatment and nursing intervention during the treatment period. According to the nursing measures, 
they were named as routine group and research group, and 44 patients were included in each group. The nursing 
scheme adopted by the routine group in this survey is traditional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nursing scheme adopted 
by the research group is evidence-based nursing. Summarize and explore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two nursing 
schemes. Results after nursing, the score of quality of life in routine group was improved, which was different from 
that before nursing (P < 0.05); After nursing, the score of quality of life in the study group was improved, which 
was different from that before nursing (P < 0.05). Although the scores of quality of life in the routine group and the 
study group were improved after nursing, the scores of quality of life in the routine group were still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study group, and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Conclusion 
evidence based nursing has an excellent effect in the skin nursing management of patients with psoriasis. This 
scheme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Keywords】Evidence based nursing; Psoriasis; Skin care management 
 
银屑病在临床治疗中属于常见且多发疾病，此

疾病具备发病率高的特点，据临床不完全收集与统

计资料证实，最近几年因银屑病而就诊于我科室的

病人呈逐年增高趋势。银屑病属于皮肤病的一种，

此疾病发生后会给病人外貌美观程度造成影响，从

而影响病人情绪反应，部分情绪反应严重者甚至因

此发生拒绝出行、拒绝工作以及交友等情况。银屑

病在临床治疗中，以对症治疗为主，但由于疾病存

在特殊性，我科室在临床治疗中搭配了护理干预。

为了提高护理质量，我科室分别采用了常规护理与

循证护理 2 种方案。为了总结与探究 2 种护理方案

实施效果，于 2020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期间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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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例因银屑病前来我院就诊的病人进行调研，具体

实施情况、结果分析，见如下阐述。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实验于 2020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 月期间选择

88 例因银屑病前来我院就诊的病人进行调研，参与

本次调研病人均接受对症治疗，在治疗期间搭配护

理干预。按照护理举措将其命名为常规组、研究组，

每组均纳入 44 例病人。常规组：n=44 例，其中男

者：n=22 例、女者：n=22 例，年龄在 25 岁至 46
岁之间，中位年龄为 35.65 岁。研究组：n=44 例，

其中男者：n=21 例、女者：n=23 例，年龄在 26 岁

至 46 岁之间，中位年龄为 35.72 岁。本次实验均在

病人、病人家属知情且同意情况下进行，所有患者

的基本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最后，实验须得到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1.2 实验方法 
常规组在本次调研中所采用的护理方案为传统

常规护理，具体如下：首先为协助病人做好入院准

备，告知病人按时、按需更换衣物，护理人员还应

按时、按需更换被褥，保证被褥干净与整洁，另外

护理人员还应对病人进行与疾病有关常识讲解，开

导病人。 
研究组所采用的护理方案为循证护理，具体如

下：（1）组建护理小组：小组成员为我科室重点培

养的护理人员，小组成员入组后均接收与循证护理

有关的常识，培训后对护理人员实施考核，考核成

功后方可上岗对病人实施护理。（2）循证查找问题：

我科室采用查阅资料、头脑风暴等方式收集数据，

护理人员总结日常护理中存在的问题，分析银屑病

病人高危因素，证实在日常护理中存在以下问题，

①病人心理压力过大，存在焦虑、抑郁等问题；②

病人饮食不合理；③病人不了解与疾病有关知识，

做出不利于疾病康复的举措。（3）循证护理：护理

人员通过翻阅维普资源库、万方资源库、知网资源

库查找与问题有关的资料，并以讨论方式制定解决

方案，并严格按照方案对病人实施护理。首先对病

人实施心理干预：由于银屑病疾病特殊，而且疾病

病程时间较长，难以治愈，而且复发率较高，为此

在病人入住医院后护理人员要主动与病人沟通，对

病人实施心理评估，根据病人评估结果对病人实施

心理干预，主动与病人沟通、交流，开解病人帮助

病人排解心中的苦闷。再对病人实施饮食干预，日

常护理中询问病人饮食喜好，根据病人饮食喜好制

定饮食方案，告知病人在日常饮食中应多食用新鲜

的水果与蔬菜，少吃或是不吃油腻、辛辣的食物，

防止疾病症状加重或反复。另外还应对病人实施健

康教育，结合病人文化程度，选择简单易懂的语言

为病人普及与疾病有关的常识，使病人充分了解疾

病诱发因素、知晓因素，另外护理人员还应告知病

人如何科学的生活，防止病人做出不利于疾病康复

的举动。最后对病人实施皮肤护理，定期对皮损位

置进行涂药。皮损厚者先轻轻刮除鳞屑，当头皮出

现皮损时则需剃发。也可用手涂药，但切忌太厚，

避免将药物涂抹于正常皮肤，涂药后须立即洗手，

避免双手揉眼引发角膜炎、结膜炎，指导患者进行

皮肤护理，配合麦饭石药浴及窄谱紫外线光疗治疗 
1.3 评价标准 
本次实验将对比护理结果。（1）护理满意评分

结果：采用评分方式进行评价，总得分值越高证明

病人对于本次护理满意度越高，此评分问卷为我院

自设问卷，总得分值为百分，共纳入 10 道题目，每

到题目记录十分。（2）生活质量：采用评分方式进

行评价，总得分值越高证明病人生活质量越高，从

护理前、护理后进行评价与对照。 
1.4 统计学方法 
对结果进行讨论，使用统计学软件 SPSS 19.0

处理数据，正态计量数据用“Mean±SD”表示，计

数资料采用例数或百分比表示，正态，方差齐资料

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样本率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常规组、研究组护理满意评分结果 
常规组：n=44 例，发放与回收 44 份有效问卷，

经统计病人满意本次护理，并给予 80.25±1.21 分护

理满意评分；研究组：n=44 例，发放与回收 44 份

有效问卷，经统计病人满意本次护理，并给予 90.22
±1.09 分护理满意评分，常规组护理满意评分结果

低于研究组，两组对照差异明显，（P<0.05）。 
2.2 常规组、研究组生活质量对照 
（1）护理前常规组、研究组生活质量对照 
常规组：生活质量评分结果为 52.01±2.15 分；

研究组：生活质量评分结果为 52.02±2.16 分，常规

组生活质量评分结果与研究组生活质量评分结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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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并无明显差异，（P>0.05）。 
（2）护理后常规组、研究组生活质量对照 
常规组：生活质量评分结果为 70.11±1.21 分；

研究组：生活质量评分结果为 80.59±1.35 分，护理

后常规组生活质量评分有所提高，与护理前相比有

一定差异，（P<0.05）；护理后研究组生活质量评

分有所提高，与护理前相比有一定差异，（P<0.05）。
虽然经过护理，常规组与研究组生活质量评分改善，

但常规组生活质量评分仍然低于研究组，两组对照

差异明显，（P<0.05）。 
3 讨论 
银屑病俗称牛皮癣，是一种慢性炎症性皮肤病，

病程较长，有易复发倾向，有的病例几乎终生不愈。

该病发病以青壮年为主，对患者的身体健康和精神

状况影响较大。临床表现以红斑，鳞屑为主，全身

均可发病，以头皮，四肢伸侧较为常见，多在冬季

加重。银屑病在临床治疗中医对症治疗为主，但由

于疾病存在特殊性，大多数病人在治疗期间都存在

焦虑、抑郁表现，严重者还因此发生不配合治疗、

护理等情况，为此要配合护理干预。通常情况下，

临床常用护理干预为传统常规护理，这种护理方案

虽然有效，但实施效果不甚理想。而我科室为了提

高护理质量，则采用循证护理。循证护理属于新型

护理方案，这种护理方案在实施期间不仅弥补了传

统常规护理方案中的不足之处，同时保留了传统常

规护理中的优势。这种护理方案是指护理人员在日

常护理中分析与总结护理不足之处，还审慎地、明

确地、明智地将科研结论与临床经验、患者愿望相

结合，获取证据，作为临床护理决策依据，再通过

查找资料，对病人实施针对性的护理，从而提高护

理质量，提高护理满意度。循证护理中，通过心理

干预，可改善病人负性情绪反应，帮助病人树立治

疗的自信心。通过健康教育，可提高病人对于疾病

的了解程度、知晓程度，防止病人做出不利于疾病

康复的举动。再配合饮食干预，提高病人饮食合理

性、科学性，保证病人健康饮食，防止病人误食加

重疾病表现的食物。另外，在对病人实施皮肤护理，

提高疾病康复效果。 
综上所述，循证护理在银屑病患者皮肤护理管

理中实施效果优异，此方案值得临床应用与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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