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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心理护理干预在类风湿关节炎患者中的效果分析 

刘 敏 

遂宁市中心医院  四川遂宁 

【摘要】目的 探讨心理护理在类风湿关节炎患者护理中的临床效果观察。方法 选取时间为 2020 年 5 月到

2021 年 5 月期间在我院进行治疗的类风湿关节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患者进行分组对比，按照随机数字表法的

方式进行分组，分为对照组与实验组，每组有患者人数为 34 例，共有患者人数为 68 例。对照组患者在本次护理

中应用常规护理，实验组则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结合心理护理。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结果 对照组患者的不

良情绪比较高（P＜0.05）；护理后的膝关节功能评分与活动度评分比较中，实验组同样优于对照组（P＜0.05）。

实验组生活质量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数据进行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对类风湿关节炎患

者进行治疗时，在常规护理基础上结合心理护理效果更好，还能改善患者的膝关节各项功能，改善患者的不良情

绪，护理效果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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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rheumatoid arthritis patients effect analysis 

Min Liu 

Suining Central Hospital, Suining, Sichuan,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 patients with rheumatoid arthritis. 
Methods: Patients with rheumatoid arthritis who we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20 to May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groups and comparison. According to the method of random 
number table,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experimental group, with 34 patients in each group and 68 
patients in total.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in this nursing application of conventional nursing, experimental group in 
the control group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Compare the nursing effect of two groups of 
patients. Results: The negative emotion of control group was higher (P < 0.05). In the comparison of knee function score 
and activity score after nursing,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also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quality of 
lif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When treating patients with rheumatoid arthritis, 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nursing on the basis of conventional nursing, the effect is better, but also can improve the knee joint function of patients, 
improve the patients' bad mood, the nursing effect is worth prom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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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主要是

以侵蚀性关节炎为主要特征。其病理主要是滑膜炎。

你患者在发病初期，其临床表现症状为关节僵硬，肿

痛。随着病情的不断发展，会出现关节畸形，甚至丧

失关节功能。据流行病学研究显示，全球有约 1%的患

者为类风湿性关节炎。同时约有 80%的患者为女性患

者。被风湿性关节炎的发病年龄可以为任何年龄，但

是在 40~60 岁居多，并且与遗传因素有很大关系。患

病后对患者的生活造成严重的影响。类风湿性关节炎

会导致患者出现一些心理负担[1]。因此在对患者进行治

疗的同时，配合适当的护理，能够有效改善其预后效

果。对患者进行心理护理，能够帮助患者改善不良情

绪，使患者能够以良好的心态面对疾病的治疗。本次

选取我院患者进行调查研究，具体方法实施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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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选取 68 例类风湿关节炎患者进行研究，参选

患者选取时间为 2020 年 5 月到 2021 年 5 月期间，按

照随机数字表法对患者进行分组，分别为对照组 34 例

与实验组 34 例。对照组中有男性患者 10 例与女性患

者24例，年龄从22岁到79岁，平均年龄（49.62±3.62）
岁；实验组中的男性患者与女性患者各有 11 例与 23
例，年龄从最小的21岁到最大的78岁，平均年龄（49.74
±3.26）岁。两组患者在上述的性别、年龄比较中相差

较小（P＞0.05），统计学对比意义不明显。 
（1）纳入标准：①在我院进行确诊的类风湿性关

节炎的患者；②参选患者无药物过敏；③患者家长接

受本次研究的治疗和护理方式。 
（2）排除标准：①合并重大器官疾病的患者；②

肝脏、肾脏功能不全的患者。 
1.2 研究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

生活指导以及用药指导等等。 
实验组患者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采用心理护理，

（1）定期开展健康讲座，细心指导家属进行饮食护理

以及运动干预，做好防寒和保暖工作，耐心讲解需要

注意的事项，减少疾病的发生。如果患者出现任何不

适情况，应该对患者进行安抚和关心。并对患者进行

及时的调整。当患者出现不良情绪后，要及时为患者

进行疏导，鼓励患者积极配合治疗。对患者心理进行

评估，根据实际情况实施针对性的护理干预，帮助其

改善或者消除负面情绪，例如恐惧、抑郁、焦虑等，

具体向患者说明治疗的安全性以及治疗效果[2]。（2）
定期为患者病房进行通风消毒，在病房内摆放鲜花、

壁画，适当的播放音乐，提高患者的舒适度，减少患

者的心理恐惧感。护理人员要根据患者不同情况制定

相应方案，并督促患者家属进行监督，在饮食方面，

也要叮嘱患者家属主要以易消化、清淡食物为主，防

止便秘情况发生，在生活作息方面，要叮嘱患者保持

足够睡眠，适量进行运动以增强自身体质并提升免疫

力。在患者入院后为患者安置病房，并使病房内空气

保持新鲜。治疗过程中护理人员与患者多进行沟通了

解患者的实际需求，在不影响治疗前提下尽力帮助患

者完成。病房内设置为患者熟悉的状态。消除患者的

陌生感，让患者能够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从而更好

地配合治疗。每天对患者进行放松训练，让患者保持

稳定的呼吸，去进行自我心态的调整。（3）护理过程

中要以患者为中心，以患者的实际需求为主，未患者

进行护理。在思想上不断鼓励患者坚持治疗。按照患

者的自理能力对患者进行区别护理，根据患者实际情

况为患者进行康复健康教育，鼓励患者在治疗过程中

多参与日常活动，进行适当的锻炼，选择适合患者的

运动方式，保证患者能够尽量每日完成日常活动。 
1.3 指标观察与分析 
（1）分析两组患者的焦虑自评量表（SAS）、 抑

郁自评量表（SDS）。 
（2）SF-36 量表评价生活质量。护理前后各评价

一次，角度包括心理、生理和社交三维度。 
（3）记录两组患者膝关节的功能分数与活动度分

数。采用膝关节 HSS 量表进行评估，功能评分中，满

分为 22 分，分数越高，功能越好；活动度满分为 18
分，分数越好表示患者膝关节的活动范围约广。 

1.4 统计学方式 
根据统计学软件 SPSS17.0 进行数值分析，当计量

资料用百分率%表示时，以 χ2 检验；当计量各项资料

用（ x s± ）表示时，以 T 检验，当 P＜0.05 时，两组

间的数值比较存在临床对比意义。 
2 结果 
2.1 护理前后不良情绪情况 
护理前对比无显著差异（P＞0.05），护理后各项

指标均有所改善，实验组优于对照组（P＜0.05），见

表 1。 

表 1 患者不良情绪改善效果评价（ x s± ，分）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SAS 护理后 SAS 护理前 SDS 护理后 SDS 

实验组 34 64.01±7.35 22.32±5.29 66.35±6.39 42.65±5.39 

对照组 34 63.56±7.12 54.32±6.22 67.12±6.92 56.31±6.25 

t  0.2564 22.8516 0.4767 9.6509 

P  0.7984 0.0000 0.6352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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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生活质量对比 
实验组生活质量评分（物质生活、社会功能、心

理功能、躯体功能）57.32±3.88、61.46±2.65、59.54
±4.54、60.52±3.48，高于对照组的 48.78±3.55、52.34
±2.67、51.12±4.69、86.83±3.76，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000、0.0000、0.0000、0.0000）。 
2.3 膝关节功能以及活动度比较 
实验组患者膝功能的评分 19.63±2.15与活动度评

分 16.43±1.50，对照组患者膝功能的评分 14.27±2.34、
活动度评分 12.09±1.71，实验组患者的评分高于对照

组，差异对比有临床统计学意义（T=9.8352、11.1253，
P=0.0000、0.0000）。 

3 讨论 
类风湿性关节炎主要是一种以慢性炎症为主的系

统性疾病。其主要特征是手部关节，足小关节出现炎

症。严重的甚至会导致关节畸形和关节功能的丧失。

目前临床对于风湿性关节炎的发病机制尚不完全明确，

但是临床研究显示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发病与性激素，

感染，遗传等均存在一定关系。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主

要病理是间质大量炎性细胞浸润。也就同时女性的发

病率是男性的二倍，甚至是更多倍。并且类风湿性关

节炎的发病年龄主要集中在 40 岁至 60 岁期间。患者

在患病后会伴有体重减轻，低热，乏力等现象。同时

长期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困扰会导致患者出现不良情绪。

心理护理能够帮助患者改善不良情绪，从而使患者积

极配合治疗。在对患者进行心理护理过程中，医护人

员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不断强化患者对于类风湿性关

节炎的疾病认知程度。通过用通俗易懂的话，为患者

讲解疾病的发展阶段。为患者讲解疾病的治疗方式以

及在治疗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在患者能

够完全掌握疾病发展方向的同时，患者对于疾病的恐

惧感会逐渐降低。此同时患者会趋向与正能量，从而

增加后续治疗的积极性。将心理与常规护理结合使用，

对缓解患者病情与降低其临床症状与痛苦有着一定的

有效性[3]。 
综上所述，在常规护理中加入心理护理，可以有

效改善类风湿关节炎患者的床症状，并提高护理的效

率，此护理方式值得在临床中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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