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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干预创伤后应激障碍焦虑症的护理学研究 

王月阳 

吉林省辽源市第二人民医院  吉林辽源 

【摘要】目的 研究在创伤后应激障碍焦虑症患者中开展心理护理干预的应用效果。方法 本次研究对象选取

2023 年 4 月至 2024 年 4 月期间我院接收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焦虑症患者 50 例，将所有患者以随机数字表法分成

两组开展护理研究，组别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一组有患者 25 例，对照组患者治疗期间行常规护理，观察组添

加心理护理干预，详细对比两种护理模式获得的临床效果。结果 护理后两组各项指标结果比较后显示，观察组

患者的焦虑程度明显轻于对照组，患者的遵医行为与对照组相比明显提高，睡眠质量改善效果优于对照组，发生

的不良事件和暴力事件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最终患者生活质量同对照组相比得到明显改善，两组结果对比有统计

学意义（P<0.05）。结论 加强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焦虑症患者的心理护理干预，可及时改善患者的焦虑情绪，增强

患者的身心舒适度与配合度，改善患者的睡眠质量，减少不良事件和暴力事件发生，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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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Methods the study object selected from April 2023 to April 2024 during our receiving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nxiety 
patients 50 cases, all patients a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of nursing study, group for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each group has 25 patients, the control group patients routine care during treatment, observation group add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compar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two nursing mode in detail. Results nursing after the results of the 
two groups, the observation group patients anxiety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atients' compliance behavior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i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effect of sleep quality i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and violence events is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final patient quality of life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two groups hav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0.05). Conclusion Strengthening the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for patients with PTSD anxiety, enhance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comfort and coordination, improve 
the sleep quality of patients,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adverse events and violent event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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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后应激障碍焦虑症，简称创后焦虑症，是一种

由创伤事件引发的心理障碍。在遭受重大创伤或严重

压力后，个体可能体验到持续的焦虑情绪，超出了正常

的情绪反应。创后焦虑症常伴随着过度的紧张、恐惧、

回避行为等症状，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功能。这

种障碍常常与创伤事件的性质、频率以及个体的心理

韧性有关，是一种需要及时干预和治疗的心理问题。因

此，心理护理干预对改善焦虑症患者的睡眠至关重要[1-

2]。为进一步核实心理护理干预在创伤后应激障碍焦虑

症患者中的应用价值，我院将其与常规护理做了进一

步对比分析，对比详情及相关叙述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现将 2023 年 4 月至 2024 年 4 月期间我医院收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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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焦虑症患者中抽取出50例实施分组

护理研究，分组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共分成观察组 25
例和对照组 25 例，对照组有男患者 15 例、女患者 10
例，平均年龄为（36.00±1.30）岁，观察组患者分为男

14 例、女 11 例，年龄均值为（35.00±1.20）岁；两组

一般资料对比差异较小（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行常规护理，护理内容包括对创伤后应激

障碍（PTSD）患者的全面评估和监测。在这方面，关

注患者的心理症状、生理指标和行为表现至关重要。护

理人员应该建立与患者的信任关系，倾听他们的心声，

并提供情感支持。此外，教育患者及其家人关于 PTSD
的病因、症状和治疗是至关重要的。在日常护理中，要

确保患者的安全和舒适，并定期评估他们的情绪状态

和治疗进展。鼓励患者参与支持团体或心理治疗，以帮

助他们理解和应对自己的症状。最后，记录和汇报患者

的反应和进展，以便及时调整护理计划。 
观察组添加心理护理干预： 
（1）风险评估：需要全面评估其可能面临的各种

风险，包括但不限于自伤、自杀风险、情绪暴力倾向等。

通过系统地评估，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患者的具体情

况和需求，有针对性地制定干预计划。在进行风险评估

时，需要综合考虑患者的个人史、病史、社会支持系统

以及当前的心理状态等因素，以确保干预措施的有效

性和安全性。 
（2）认知教育：首先，护理人员可以与患者共同

探讨焦虑症状背后的不合理思维模式，如过度担心、否

定自己等。然后，通过教育和引导，患者可以学会识别

这些不合理思维，并逐步改变为更加积极、合理的认知。

此外，护理人员还可以教授患者应对焦虑的技巧，例如

深呼吸、放松训练和正向自我对话等，以帮助他们应对

焦虑情绪。 
（3）心理疏导：护理人员需要倾听患者的倾诉，

理解其内心的焦虑和恐惧，同时通过情绪支持和认知

重建等方式，引导患者逐步面对并调节情绪。此外，心

理疏导还包括教授患者应对焦虑的技巧和策略，如深

呼吸、放松训练等，帮助他们减轻焦虑和恐惧的感受，

重建自我信心和积极情绪[3]。 
（4）放松疗法：内容包括深呼吸、渐进性肌肉放

松、冥想和正念练习等。在应激障碍和焦虑症的治疗过

程中，放松疗法可以帮助患者减轻身心压力，提高情绪

调节能力，增强自我控制和应对能力[4]。 
（5）家庭参与与支持：首先，家庭成员可以提供

情感上的支持，通过倾听和理解患者的心理需求，缓解

其焦虑情绪。其次，家庭成员可以协助患者建立并维持

日常生活的稳定和规律，例如合理安排作息时间、鼓励

参与社交活动等，以帮助患者逐渐恢复正常的生活节

奏。此外，家庭成员还可以提供必要的信息和教育，帮

助患者了解疾病的特点和治疗方法，增加其对护理干

预的参与度[5]。 
1.3 效果判定标准 
①焦虑程度：用汉密顿（HAMA）量表进行评定，

总分值为 100 分，得分越低表示焦虑越轻。②遵医行

为：运用院内自拟调查问卷表进行评价，总分值为 10
分，得分越高则表示患者遵医行为越好。③睡眠质量：

使用匹兹堡（PSQI）量表评价，总分值 18 分，得分越

低表示睡眠质量越好。④将组间患者发生的不良事件

以及暴力事件进行记录对比。⑤生活质量：通过 SF-36
量表进行评价，最高分为 100 分，获取分值越高则表

示生活质量越好。 
1.4 统计学方法 
用 SPSS20.0 软件处理文章数据。计数指标通过 n

（%）描述，另实施 χ²检验；计量指标用（ x ±s）来

描述，并采取 t 检验，最终结果对比显示 P<0.05 为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指标评分结果对比 
护理前，两组患者的各指标评分结果对比无差异

（P＞0.05）；但与对照组护理后结果比较发现，观察

组患者的焦虑情绪得到显著改善，遵医行为和睡眠质

量也明显提高，最终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改善，（P＜0.05），
如表 1。 

2.2 两组护理不良事件和暴力事件发生情况 
记录结果显示，护理后观察组患者不良事件以及

暴力事件发生率分别仅有 4.0%（1/25）例和 4.0%（1/25）
例，而对照组护理不良事件和暴力事件发生率达到

24.0%（6/25）例和 24.0%（6/25）例，两组结果对比显

示观察组指标占据优势（x²=4.1528、4.1528，P=0.0415、
0.0415）。 

3 讨论 
创伤后应激障碍焦虑症是一种常见的心理疾病，

其发生与创伤事件的严重性、个体的性格特征和心理

因素、社会支持系统的缺乏等因素密切相关。这种心理

疾病不仅会对个体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还可能

导致人际关系紧张、工作能力下降、生活质量下降等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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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组间各项评分指标对比详情（ x ±s） 

分组 n 
焦虑程度/分 遵医行为/分 睡眠质量/分 生活质量/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25 27.6±2.7 8.6±0.9 27.6±2.7 8.6±0.9 14.6±0.8 9.5±0.4 60.7±4.8 92.3±3.5 

对照组 25 27.7±2.8 12.7±1.8 27.7±2.8 12.7±1.8 14.7±0.9 11.2±0.6 60.4±4.6 87.5±2.8 

t 值  0.1285 10.1865 0.1285 10.1865 0.4152 11.7873 0.2256 5.3545 

P 值  0.8983 0.0000 0.8983 0.0000 0.6798 0.0000 0.8225 0.0000 

 
因此，及早了解创伤后应激障碍焦虑症的发生因

素与危害性，并进行预防和干预是非常重要的[6-7]。为

进一步提高本病治疗效果，我院对其患者实施了心理

护理干预，且最终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护理效果。心理护

理干预在创伤后应激障碍焦虑症的护理中扮演着至关

重要的角色。其作用和优势体现在多个方面[8]。首先，

心理护理干预提供了一种安全、支持性的环境，使患者

能够安心表达内心的困扰和恐惧。其次，通过专业的心

理护理干预，患者可以学会有效的应对策略，如深度呼

吸、放松技巧等，从而减轻焦虑症状的发作频率和强度。

此外，心理护理干预还能够帮助患者重建积极的自我

认知和情绪调节能力，增强心理韧性，更好地应对未来

可能遇到的挑战和压力[9-10]。 
综上所述，心理护理干预在应对创伤后应激障碍

焦虑症方面具有显著的作用和优势，可以有效减轻焦

虑情绪，增强患者的遵医行为，促进睡眠质量的提高，

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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