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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在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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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对青少年抑郁症患者采取心理护理干预后的效果。方法 选取 2022 年 6 月-2023 年 6 月医

院收治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 84 例，根据随机抽样法分组，各为 42 例。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研究组实施常规+
心理护理。对比两组护理效果。结果 与对照组干预之后指标相比，研究组 SDS 评分更低，PSP、SF-36 评分更高

（P＜0.05）。结论 对青少年抑郁症患者采取强化心理疏导与支持护理能够改善其抑郁症状，显著提高患者的生

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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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 adolescent depression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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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adolescent depression patients. 
Methods 84 adolescent depression patients admitted to the hospital from June 2022 to June 2023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groups, with 42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care, while the study 
group received routine and psychological care. Compare the nursing effects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intervention, the study group had lower SDS scores and higher PSP and SF-36 scores (P<0.05). 
Conclusion Strengthening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and supportive care for adolescent depression patients can improve 
their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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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属于精神类疾病，患者常表现出情绪不畅、

低落、消极等状态，获取愉悦的感受缺失，患者会表现

出对周围人与事均不感兴趣的情况[1]。抑郁症患者在生

理上总会产生疲惫乏力感，思维能力出现迟缓，语言表

达功能也存在受限状态[2]。在心理上患者会觉得一切都

属于无趣、无意义，甚至感受不到生活的美好之处，找

不到生命存在的实际意义。抑郁症的发病年龄并没有

限制，它可以出现在任何年龄段内[3]。目前，青少年抑

郁症是心理医疗健康领域一个备受关注的健康问题。

其主要致病因素一个是学习压力过大，导致青少年在

繁重的学习压力下发生心理崩溃情况。其二是青少年

所处的学校环境与家庭环境影响，例如学校霸凌行为、

家庭冷暴力行为，或家长期望值过高给青少年的心理

压力过大，都会加重青少年的抑郁症状。在多重影响因

素作用下，青少年需要承担的责任越来越重，他们在背

负了沉重“责任担子”的同时又找不到可以正确疏解压

力的方式，使得青少年们长期属于一个负面心理积压

状态，进而演变为抑郁症[4]。由于抑郁症存在疾病易反

复的特点，需要长时间治疗与护理。但临床上对于抑郁

症的护理更偏向于患者症状的缓解上，并没有重视患

者自身内心问题上。这种治疗与护理模式很容易导致

青少年患者疾病反反复复，难以控制。本研究从青少年

抑郁症的心理问题入手，研究心理护理措施对患者的

应用效果。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此项研究的 84 例医疗观察对象选择的是来本院

（2022.6-2023.6）治疗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均为自愿

参与研究（家长均知晓研究内容，签署同意书）。在随

机抽样分组的方法下，对照组（42 例，男生 23 例，女

生 19 例；年龄最小为 12 岁，最大年龄为 17 岁，平均

15.67±1.25 岁）实施常规护理；研究组（42 例，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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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分别为 22 例和 20 例；年龄区间在 11～17 岁，平

均 15.75±1.24 岁）实施常规+心理护理。两组的青少

年患者一般资料无统计差异（P＞0.05）。纳入标准：

①均符合抑郁症的病史诊断、症状判断、检查排除器质

性疾病的诊断标准；②均为青少年患者，年龄均小于 18
岁；③患者均意识清晰，能够自行表述健康问题与护理

意愿；④本研究经过了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排除标

准：①排除其他类型的精神类疾病者；②排除病史资料

缺失者；③排除机体器质性病变者；④排除存在交流障

碍者；⑤排除家长或患者自身原因而中断护理研究者。 
1.2 方法 
对照组采取评估病情、根据患者性格特点与日常

喜好制定护理计划、讲解疾病知识与治疗目的，以及提

供其他常规护理措施。研究组在以上护理行为基础上

实施心理护理干预，具体包括： 
（1）建立良好护患沟通关系。心理护理开展的前

提是和患者建立良好的沟通关系。青少年处于情感感

知力强大，心思敏感者更容易出现较大的情感波动，他

们对于外界的评价与看法尤其敏感。同时，由于青少年

多处于认知形成阶段，他们渴望得到外界平等对待，认

真对待。因此，护理人员在开展心理护理工作阶段，需

要以平等的对话态度和患者进行沟通，尊重他们的想

法，也理解他们的心理问题，而不是简单否认其心理问

题属于“小问题”“小毛病”，或简单将患者的心理症

结归咎于年轻不懂事。护理人员需要充分尊重患者，避

免任何可能引起他们出现自尊心受损的情况发生。在

沟通上需要善于运用倾听技巧，不要轻易打断他们的

倾诉，为他们创造一个抒发心绪的环境，在青少年患者

倾诉过程中，护理人员可配合给予相应的肯定回应，让

他们感受到被理解、被接纳、被需求。而适当的鼓励和

肯定也能够帮助护患之间建立和谐友好的信任关系，

让青少年患者更愿意对护理人员打开心扉。 
（2）认知行为疗法转变其认知结构。抑郁症患者

往往存在消极的自我评价，其思维模式往往以负面思

考为主，面对任何事情总是习惯于从最坏的一面出发。

因此在进行心理护理时需要转变患者的认知结构。首

先，认知行为疗法认为人的主观情绪和由情绪引导的

行为都是产生于人对其他事物的信念来评价的。而认

知疗法则是针对患者行为情绪的外在表现情况来指引

工作，分析患者的思维情况，找到不合理的认知，并将

其转变为正确认知，从而指导行为。例如，帮助青少年

患者充分认识自己思维方式下存在的问题，对于过度

消极、消沉，以偏概全等进行引导改正，教导他们正确

反思与自我调整，用客观、理性的思维去看待生活。鼓

励患者多参与户外活动和社交活动，让他们去感受外

界广阔的舞台，去改变更健康的思维方式。 
（3）强化心理疏导工作。心理干预并非直接告知

患者该如何去做，什么事情又不能去做。这样简单暴力

的方式只会增加患者的负面情绪。护理人员主要起到

引导作用，一方面引导患者正确疏解内容积压的负面

情绪，一方面还要引导他们正确思考，主动辨别自己的

思维问题，情绪产生的原因，如何学习调节情绪等。对

于不同患者的不同心理问题需要采取不同的干预措

施，例如个体心理疏导、集体干预或家庭支持等。 
（4）丰富心理支持对象。护理人员要指导患者家

长如何正确和孩子交流沟通的技巧与相关知识，叮嘱

其切勿对患者执行“大家长作风”，一味强迫患者接受

并执行命令，也不可溺爱万事依从患者而不加以正确

干预，要积极培养孩子健康的心理品质。对于青少年而

言，家庭和学校是主要的生活环境，因此家庭支持与学

校支持能够为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创造安全、积极、舒适

的护理环境。在家庭环境中家长需要关心孩子的情绪

变化，以真诚的沟通方式，了解其心理问题并予以情感

支持。 
1.3 疗效标准 
（1）SDS 量表评估两组青少年患者的抑郁症状在

护理后的变化情况，总分在 53 分以上表示患者存在抑

郁，分数越高则抑郁倾向越强烈。（2）使用 PSP 量表

对两组患者护理后的个人和社会功能情况予以评估，

总分区间为 0～100 分，分数越高患者的抑郁症状改善

程度越好。（3）使用 SF-36 量表评估两组干预后的生

活质量情况，总分 100 分，分数和青少年患者生活质

量之间为正相关关系。 
1.4 统计学方法 
SPSS17.0 软件：计量资料用 t 检验，以（ sx ± ）

表示，计数资料用 χ2检验，以（%）表示，（P＜0.05）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干预后，与对照组指标相比，研究组 SDS 评分更

低，PSP、SF-36 评分更高（P＜0.05）。如表 1： 
3 讨论 
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是目前广为关注的社会问

题。由于现代社会快节奏生活下，青少年的学习压力、

家庭相关关系、社交复杂多变等影响因素下，青少年在

过大的心理压力状态下，容易出现持续性情绪低落、焦

虑焦躁不安、自卑消极沉默等心理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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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对比两组的护理效果（ sx ± ） 

组别 例数 SDS（分） PSP（分） SF-36（分） 

研究组 42 52.08±3.19 88.52±6.13 88.59±5.22 

对照组 42 56.43±3.21 72.54±6.84 79.86±5.04 

t - 6.229 11.275 7.797 

P - 0.001 0.001 0.001 

 
而对于发育未成熟的青少年群体，对于抑郁轻度

或存在抑郁情绪倾向的患者，可以从心理护理方面进

行干预改善患者的抑郁情绪，对于抑郁中重度者可以

通过药物进行治疗，再对其施加针对性的心理护理干

预措施来提高预后效果。 
本研究结论中，认为采取心理干预护理的研究组

患者在抑郁症状、个人与社会功能和生活质量方面的

评价均优于单纯实行常规护理的对照组（P＜0.05）。

这是因为对于青少年抑郁症患者而言，心理护理并不

只是一个治疗的手段，更是一个给予患者情感共鸣、思

维共振的关怀方式[5]。环境是影响青少年情绪观念的关

键因素之一。 
对于处于身心发展发育期的青少年患者而言，一

个积极、健康、和谐、友好的生活环境对其性格的培养、

人格的建立健全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6]。青少年出现抑

郁症的主要原因在于生活环境的负面影响，但常规的

治疗方案主要依靠药物进行干预，没有对青少年的心

理情绪问题进行针对性分析，使得诱导抑郁症的根本

原因仍旧存在，让患者病情反反复复，难以治愈。而有

效的心理护理通过拉近患者与护理人员的心灵距离，

还能够让患者在护理人员引导的作用下打开封闭、沉

默的心扉，释放内心真实的自己，充分详尽积极地表达

自己的内心意愿[7]。让患者能够疏解内心积压的负面情

绪，转变负面的思维方式，挣脱心灵上的束缚。此外，

心理护理还针对患者家庭提出了改进措施，良好的健

康的家庭关系，可以给青少年提供足够的心理安全感，

让他们在生活中、在社交关系中、在家庭亲密关系中都

能够感受到爱与被爱，这对改善患者心理负面状态有

着积极作用[8]。 
综上，对青少年抑郁症患者采取心理护理干预能

够改善其抑郁症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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