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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患者开展心理护理对临床疗效的干预价值 

于桂馥 

遂宁市中心医院  四川遂宁 

【摘要】目的 分析心理护理在抑郁症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及对临床疗效的干预价值。方法 选取 2020 年 4
月-2021 年 5 月我院诊治的 82 例抑郁症患者进行分析，用随机抽签法将其分成两组，参照组 41 例接受常规护理，

实践组在参照组基础上 41 例接受心理护理，比较两组临床疗效、心理状态、生活质量水平。结果 实践组治疗总

有效率较参照组明显更高，P＜0.05；实践组护理后 SAS 及 SDS 均较参照组更低，P＜0.05；实践组护理后情感

功能等生活质量评分均高于参照组，P＜0.05。结论 抑郁症患者开展心理护理能有效提高患者临床疗效，改善患

者焦虑抑郁等负面心理情绪，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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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vention value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on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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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 the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nd the intervention value of clinical efficacy. Methods From April 2020 to May 2021, 82 cases of depression 
patients diagnosed and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were analyze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y random drawing 
method, 41 cases in the reference group received conventional nursing, 41 cases in the practice group received psycho- 
logical nursing on the basis of the reference group, and the clinical efficacy,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quality of lif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practice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reference group, P<0.05; SAS and SDS in practice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reference group, P<0.05; The scores of 
emotional function and other quality of life in the practice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Conclusion Psychological nursing for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patients, 
improve negative psychological emotions such a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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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是一种以持续心境低落为主要症状表现的

慢性疾病类型，若未得到及时有效治疗可能导致病情

加重，引起睡眠障碍、焦虑症等并发症，大大增加疾

病治疗难度，会对患者及家庭带来较大心理压力和痛

苦。需积极给予有效护理，但常规护理服务大多注重

患者病情的护理，对于其心理情绪的关注度相对不高，

总体效果不甚理想。心理护理是新型护理模式，能组

建心理护理团队，在构建良好护患关系的基础上，加

强对患者心理情绪的关注度，改善患者抑郁症状和负

面情绪，有效促进整体生活质量水平的提升[1]。为此，

本研究选择 2020.4-2021.5 我院诊治的 82 例抑郁症患

者进行分析，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本资料 
选取我院诊治的 82 例抑郁症患者进行分析，研究

起止时间控制在 2020 年 4 月-2021 年 5 月，用随机抽

签法将其分成两组，n=41。参照组男性患者/女性患者

各有 19 例/22 例；年龄最高 70 岁，最低 25 岁，均值

（51.42±3.17）岁；病程最长 5 年，最短 1 年，均值

（3.42±1.02）年。实践组男性患者/女性患者各有 18
例/23 例；年龄最高 71 岁，最低 26 岁，均值（51.53
±3.26）岁；病程最长 6 年，最短 1 年，均值（3.51±
1.14）年。两组基本资料比较 P＞0.05。 

1.2 方法 
参照组接受常规护理：密切观察患者精神情绪变

化情况，指导患者正确用药，加强对患者的安全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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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解答患者及家属疑问，为其发放健康教育手册等。 
实践组加用心理护理： 
（1）组建心理护理干预小组：选取经验丰富、资

质深的护士，对小组成员加强心理护理培训，要求其

掌握心理护理相关措施要点，对患者病情进行有效评

估，在充分考虑到患者文化特点、经济状况的情况下

制定针对性心理干预措施。 
（2）构建良好的护患关系：积极加强与患者的沟

通，通过耐心、温柔的话语为患者提供问候和关怀，

使患者感受到人性化温暖，拉近与患者间的距离，促

进形成良好的护患关系。同时通过非语言沟通技巧和

语言沟通技巧，使患者对护理工作产生认同感，有效

促进其积极配合各项护理工作。 
（3）心理疏导：充分尊重患者，理解患者所遭遇

的不幸，为患者提供真挚、亲切的鼓励和安慰，使用

关心、体贴的语气，为患者提供鼓励和安慰，耐心倾

听患者疑问，通过合理的解释保证患者能够理解，用

适当鼓励和疏导的话语，激发患者与疾病斗争的信心

和勇气，同时为患者介绍治疗成功相关案例，帮助患

者正确疏导负面情绪，有效改善患者抑郁状态，听取

患者的护理需求与诉求，帮助患者解决不便和困难。

充分尊重患者隐私，使患者感受到关爱。 
（4）认知重建：为患者说明抑郁情绪来源可能是

生活中所遇到的各项压力，帮助患者正确认知自身想

法，逐渐改变对外界环境的认知和不良想法，维持患

者正面心理状态，通过功能性、科学性态度转变患者

错误认知。 
（5）家庭支持：为患者家属进行健康教育，使家

属进一步掌握抑郁症相关病情，并引导患者家属掌握

与患者进行沟通的有效技巧，以免错误沟通方式加重

患者病情。同时鼓励患者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使其感

受到家庭和社会的关系，进一步促进抑郁症状改善。 
1.3 观察指标 
①以抑郁 HAMD 量表为依据，临床疗效的评价从

显效（治疗后抑郁 HAMD 量表评分改善程度在 75%以

上）、有效（治疗后抑郁 HAMD 量表评分改善程度在

50%-74%以上）、无效（治疗后抑郁 HAMD 量表评分

改善程度在 50%以下）三方面进行评价，总有效率=
显效+有效。②采用 SAS 焦虑评分表评价患者焦虑情

绪，分界值为 50 分，用 SDS 抑郁评分评价抑郁情绪，

分界值为 53 分，分值越低表示焦虑抑郁情绪越轻微。

③以生活质量量表（QOL）评价患者生活质量水平，

对情感功能、物质生活、社会功能、心理功能，评分

越高表示患者生活质量水平越高。 
1.4 统计学分析 
资料数据均录入 SPSS25.0 中，临床疗效用百分率

（%）表示，心理状态、生活质量用（ sx ± ）表示，

分别用 χ2 检验和 t 检验，有统计学意义则：P＜0.05。 
2 结果 
2.1 临床疗效的对比 
实践组治疗总有效率较参照组明显更高，P＜0.05。

如表 1。 
2.2 心理状态的对比 
实践组护理后 SAS 评分、SDS 评分均较参照组更

低，P＜0.05。如表 2。 

表 1  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n（%）] 

组名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实践组 41 25（60.98） 14（34.15） 2（4.88） 39（95.12） 

参照组 41 20（48.78） 12（29.27） 9（21.95） 32（78.05） 

χ² - - - - 5.144 

P - - - - 0.023 

表 2  比较两组患者的心理状态（ sx ± ） 

组名 例数 
SAS 评分（分） SDS 评分（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实践组 41 52.86±3.17 43.21±1.26 54.19±2.23 44.16±1.67 

参照组 41 52.49±3.69 49.24±1.35 54.23±2.17 48.81±1.28 

t - 0.487 20.908 0.082 14.150 

P - 0.627 0.000 0.934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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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生活质量的对比 
实践组干预前情感功能评分为（53.42±4.17）分，

物质生活评分为（52.84±3.91）分，社会功能评分为

（54.18±5.12）分，心理功能评分为（55.16±4.81）
分。参照组干预前情感功能评分为（53.51±4.26）分，

物质生活评分为（52.69±3.73）分，社会功能评分为

（54.29±5.27）分，心理功能评分为（55.28±4.73）
分。两组干预前评分比较 t=0.096、0.177、0.095、0.113，
P=0.923、0.859、0.923、0.909，无统计学意义。 

实践组干预后情感功能评分为（76.32±4.84）分，

物质生活评分为（76.41±5.12）分，社会功能评分为

（77.85±3.91）分，心理功能评分为（78.92±4.29）
分。参照组干预后情感功能评分为（67.45±5.38）分，

物质生活评分为（64.58±5.14）分，社会功能评分为

（68.93±4.89）分，心理功能评分为（69.44±5.26）
分。经检验 t=7.888、10.441、9.122、8.942，P 均＜0.001，
有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抑郁症是心境障碍性疾病的一种，诸多因素均会

导致疾病的发生，患者主要表现为低沉情绪、轻微不

愉快，部分患者伴有悲痛症状、自卑心理、厌世心理

等，严重甚至会出现自杀、威胁生命健康的情况，会

对患者生活质量水平造成严重影响。临床大多通过药

物维持患者情绪，但总体效果不甚理想。在积极给予

患者抗抑郁药物治疗的同时，需配合良好的护理干预

措施，发挥辅助治疗作用，进而有效促进患者恢复正

常的生活学习状态，改善患者抑郁症状，促进总体生

活质量水平的不断提升。 
心理护理是通过组建护理团队，加强护患沟通，

提高患者的心理护理策略和病情的认知水平等，进一

步提高总体护理服务质量，提升患者配合度，进而有

效解除患者负面心理情绪，改善患者抑郁状态，提高

患者生活质量水平。同时能提高患者对不良反应和治

疗药物的认知，有效改善患者负面情绪，增强患者用

药配合度，显著提高临床疗效。此外，通过心理护理

还能有效提高患者对疾病的认知，降低不良行为发生

风险，与患者构建良好的护患关系，提高患者的配合

度和依从性，进而有效消除患者负面情绪，促进总体

护理质量水平的不断提升[2]。本组结果显示，实践组治

疗总有效率（95.12%）较参照组明显更高，P＜0.05；
实践组护理后 SAS 评分、SDS 评分均较参照组更低，

P＜0.05；实践组护理后生活质量各项评分均高于参照

组，P＜0.05。 
综上所述，心理护理在抑郁症患者护理中应用能

有效提高患者的临床疗效，改善患者心理状态，进而

有效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水平，值得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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