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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护理在银屑病患者中的应用 

曹 娜，窦海丽 

长治市第二人民医院  山西长治 

【摘要】 目的 探究整体护理在银屑病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 2021 年 4 月～2022 年 4 月期间本院采

用银屑病患者 100 例为试验样本，将其依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与试验组，每组 50 例，对照组使用常规护

理方法，试验组使用整体护理方法，比较两组护理干预后心理状态、病耻感、生活质量和护理满意度。结果 试
验组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对比两组的护理满意度，对照组明显低于试验组，将两组干预后的病耻感与心理

状态进行比较，试验组明显优于对照组，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方面意义（P＜0.05）。结论 在银屑病患者中应用

整体护理措施有着良好的临床效果，针对患者的心理环境制定了对应措施，使得整体病耻感降低，提高了护理满

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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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holistic nursing in patients with psori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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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holistic nursing in patients with psoriasis. Methods: 100 patients 
with psoriasis in our hospital from April 2021 to April 2022 were selected as the test samples,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experimental group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ith 5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used conventional nursing methods,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used holistic nursing methods.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shame, quality of lif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after nursing interven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Comparing the 
shame and psychological state of the two groups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holistic 
nursing measures in patients with psoriasis has a good clinical effect. Corresponding measures are formulated according 
to the psychological environment of patients, which reduces the overall sense of shame and improves nursing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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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屑病作为临床上较为常见的一种疾病，当前尚

未找到单一致病机制，推测与多种因素相互作用有关，

最终使得患者体表逐渐表现出慢性鳞屑性皮肤病，这

不仅会严重影响患者在外形象，还会使患者感受到瘙

痒、疼痛等症状，在治疗期间，患者不仅需要改变以

往饮食与生活习惯，还需要面对家人与旁人不理解的

目光，多数患者将会因此产生病耻感，不利于治疗顺

利进行，还有可能会出现放弃治疗与抵抗治疗的行为。

基于此，有效的护理干预就显得尤为重要，以往通常

选择常规护理方法，这种方法虽然可以监督患者的治

疗进展，但是在改善心理状态方面较差，无法达到理

想效果。整体护理作为一种新型的护理方法，可以通

过合理沟通方法帮助患者建立正确的认知，给予患者

充分的尊重，提升心理状态。接下来，本文将就常规

护理与整体护理不同的试验过程与结果进行对比研究。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从 2021 年 4 月～2022 年 4 月这期间本院银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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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 100 例为试验对象，平均分为试验组与对照组，

对照组男女（23/27）,年龄 25~80 岁，平均年龄（52.50±
9.17）岁；试验组男女（24/26），年龄 26~79 岁，平

均年龄（52.50±8.83）岁。两组无明显差异（P＞
0.05）。 

纳入标准：①患者对于此次试验内容详细了解。②

患者经过影像学检查、实验室检查等均为银屑病。③患

者可以顺利配合试验，配合度符合试验标准。排除标

准：①患者存在全身传染性疾病。②患者与家属配合度

不符合试验标准。③患者存在其它皮肤疾病或重大疾

病。本试验已通过伦理委员会批准同意。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法，对患者进行常规健

康宣教，告知患者饮食方面、日常活动方面等。指导

患者按时按量服药，定期接受治疗。 
试验组：采用整体护理方法：（1）掌握患者的一

般资料，随后对患者发放银屑病保健手册，用温和的

语气向其讲解银屑病的发病机制、注意事项以及自我

管理方法，按照患者不同的文化程度以及性格，适当

调整沟通方式，使患者能够完全听懂讲述的内容，对

于患者提出来的疑问，耐心解答。（2）在经过一段时

间的接触与健康宣教后，对其进行银屑病知识调查，

了解每个患者对于保健知识的掌握度，开展互助小组，

让掌握好的患者帮助掌握度差的患者，达到共同进步

的目的。（3）评估患者的心理状态，对其采取对应的

护理计划，护理人员定期与患者进行沟通，必需时刻

可以找心理医生为患者进行治疗。（4）由于这类患者

均会出现皮肤上的病变，因此需要对皮肤进行针对性

护理，嘱患者尽量穿纯棉柔软的衣服，在皮肤出现不

适后，避免使用手进行抓挠，指导患者洗澡期间注意

避免使用过冷或过热的水，降低外界因素对皮肤的刺

激，同时注意皮肤保湿工作。对病房内的温度与湿度

进行适当调节，定期消毒，降低感染可能性。（5）告

知患者日常多饮水，保证每日饮水量达到 1500ml，为

其制定饮食计划：清淡饮食、避免进食辛辣刺激食物，

多吃新鲜蔬菜与水果，保证营养均衡摄入。（6）在患

者出院后指导患者进行自我护理措施，留下患者的电

话，便于定期进行电话随访工作，监督用药情况，询

问患者疾病进展，给予适当指导，提升患者自我管理

能力，避免因自我管理知识不到位影响疾病恢复。 

1.3 观察指标 
（1）护理满意度：对护理满意度进行调查，让家

属进行评分，采用我院自制的调查问卷，测量表内容

包括护理服务态度、言语沟通是否科学、护理内容是

否合理等，满分为 100 分。非常满意 85-100 分，比较

满意为 60-84 分，不满意为 60 分以下。（总满意例数

=非常满意例数+比较满意例数） 
（2）病耻感：采用病耻感测量表（SSCI）评估，

总分 24-120 分，得分越高表明患者病耻感越高。 
（3）心理状态：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

郁（SDS）自评量表对患者的心理状态进行评分。总

分为 100，当分数越接近满分时则说明抑郁和焦虑情况

越严重。 
（4）生活质量：采用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

(GQOLI-74)对患者生活质量做出评估，评估方面为物

质生活状态、躯体功能、心理功能以及社会功能。满

分为 400 分，当评估分值越接近满分则代表着患者生

活质量越好，独立性越强，依赖性越小。 
1.4 统计学方法 
根据 SPSS 28.0 进行数值调研，本研究中采用计量

资料以及计数资料（x±s）、[n，（%）]进行表示，

分别进行 t 以及ꭓ2检验，以差异 P＜0.05 为存在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护理满意度对比 
对照组非常满意为 29(58.00)例，比较满意为

9(18.00)例，不满意为 12(24.00)例，总满意为 38(76.00)
例；试验组非常满意为 36(72.00)例，比较满意为

13(26.00)例，不满意为 1(2.00)例，总满意为 49(98.00)
例；试验组高于对照组，具有统计学差异（ꭓ2=10.698；
P=0.001）。 

2.2 两组样本病耻感对比 
干预前，对照组内在病耻感为（95.14±1.05）分，

外在病耻感为（94.98±3.26）分；试验组内在病耻感

为（95.22±1.07）分，外在病耻感为（94.87±3.28）
分，干预前两组无明显差异（P＞0.05）。干预后，对

照组内在病耻感为（64.55±2.86）分，外在病耻感为

（68.56±2.50）分；试验组内在病耻感为（40.87±
2.10）分，外在病耻感为（39.86±2.15）分，试验组均

低于对照组，具有统计学差异（t=47.191；t=61.546 ；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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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组心理状态对比 
干预前对照组 SAS 评分为（63.64±1.14）分，SDS

评分为（66.45±3.38）分；试验组 SAS 评分为（63.75
±1.16）分，SDS 评分为（66.29±3.67）分；两组无

明显差异（P＞0.05）；干预后对照组 SAS 评分为

（56.64±2.35）分，SDS 评分为（56.84±2.61）分；

试验组 SAS 评分为（42.26±2.12）分，SDS 评分为

（43.38±2.73）分。试验组均低于对照组，具有统计

学差异（t=32.128 ；t=25.200；P＜0.05）。 
2.4 两组干预后生活质量评分对比 
对照组躯体功能评分为（353.43±2.81）分，心理

功能评分为（365.45±2.79）分，社会功能评分为

（357.43±2.78）分，物质生活状态评分为（357.57±
2.75）分；试验组躯体功能评分为（356.45±2.97）分，

心理功能评分为（367.86±2.85）分，社会功能评分为

（359.86±2.97）分，物质生活状态评分为（359.54±
2.54）分；试验组各项均高于对照组，具有统计学差异

（t=5.223；t=4.273；t=4.224；t=3.721；P＜0.05）。 
3 讨论 
银屑病又名“牛皮癣”，属于一种由于环境因素

刺激、免疫介导的皮肤病，该疾病的发病率在世界各

地具有较大差异，并且可发作于各个年龄段，无性别

差异。在发作后患者会出现红色斑块、疼痛感，表面

覆盖银白色鳞屑，部分患者还有可能伴随着关节症状，

比如关节肿胀等，还会导致高血压、心血管疾病发生

率增加[1-3]。这类患者在日常生活中，穿脱衣物或大幅

度活动均会导致出现皮屑脱落的情况，这不仅严重影

响患者的生理功能，长久以往，还会导致患者心理发

生异常变化。患者外在形象出现异常改变，外出将会

遭受到别人歧视的目光，患者将会表现出敏感，对疾

病感到羞耻，不敢出门，与他人沟通变少，根据相关

调查研究表示，这类患者发生心理疾病的情况要明显

多于其它疾病患者，这将会不利于患者的社会功能恢

复，甚至还会影响治疗，产生恶性循环，基于此对于

该疾病的有效护理措施就显得尤为关键[4-6]。 
临床上一般采用常规护理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对

患者进行日常护理，指导用药，护理皮肤等，但是伴

随着应用时间推进，逐渐发现，这种方法无法改善患

者的心理状态，患者认知能力仍然处于患病初期状态，

无法满足临床需求。整体护理主要秉承着以护理人员

为中心的原则，在护理过程中加入人文关怀，与患者

换位思考，从患者的角度进行沟通，通过指导饮食、

心理护理、健康宣教等方法，使得患者放下心中的顾

虑，正确面对银屑病，舒缓不良情绪，降低病耻感，

由护理人员纠正了患者生活中的不良习惯，患者治疗

配合度上升，效果显著[7-8]。为探究这一方法对于患者

是否区别于常规护理，选择 100 例银屑病患者进行研

究试验，将其分为对照组与试验组，对照组采用常规

护理方法，试验组采用整体护理方法，依据表格可以

得出结论，将两组的护理满意度、生活质量与心理状

态进行对比，试验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对

比两组病耻感进行比较，试验组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由此可以看出，应用整体护理对银屑病患者的

帮助更大，降低了病耻感，提升了各项生活质量，比

之常规方法更具有临床应用价值。 
根据上文可知，在银屑病患者住院期间应用整体

护理方法可以很好的提升生活质量，降低不良情绪对

疾病的影响，使患者更加配合治疗，对疾病发展有着

正面影响，整体较为符合银屑病患者的实际需求，具

有较好的护理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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