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护理                                                                                 2022 年第 3 卷第 10 期
Contemporary Nursing                                                                          https://cn.oajrc.org

- 52 -

个性化健康教育在银屑病护理中的价值 

韩瑞鹏，王建爱，窦海丽 

长治市第二人民医院  山西长治 

【摘要】 目的 探究分析银屑病护理中应用个性化健康教育的临床价值。方法 研究年限跨度为 2021 年 6 月

-2022 年 6 月，抽选病例分析样本为本院就诊 72 例银屑病患者，采用电脑数字表抽签法分组为研究组（n=36）、

对照组（n=36）。两组患者均行银屑病常规护理干预，研究组患者增加个性化健康教育，对比两组各项指标。结

果 对比两组银屑病健康知识评分，研究组高于对照组（P＜0.05）；对比两组治疗依从性、护理满意度，研究组

均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银屑病患者护理中采用个性化健康教育可提高健康知识掌握水平，并可提升治

疗依从性及护理满意度，值得全面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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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of individualized health education in psoriasis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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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clinical value of individualized health education in psoriasis 
nursing. Methods: The study period spanned from June 2021 to June 2022.A total of 72 patients with psoriasis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he study group (n=36) and the control group (n=36) by computer digital table 
drawing.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for psoriasis, and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received personalized health education. The indicator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scores of psoriasis 
health knowledge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The treatment complianc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use of personalized health education in the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psoriasis can improve the level of 
health knowledge, treatment complianc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which is worthy of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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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屑病也称为牛皮癣，为临床多发慢性炎性皮肤

病，主要临床症状为皮肤组织点状出血、丘疹、皮肤

瘙痒、脓包、全身弥漫性潮红等，斑块或红色丘疹表

面覆盖银白色鳞屑[1]。银屑病发病机理较为复杂，与代

谢障碍、感染、遗传、内分泌障碍等相关，临床多采

用药物治疗、物理治疗等综合治疗干预方案。大部分

银屑病患者对疾病健康知识缺乏了解，加之治疗周期

长、病情反复发作等因素影响，导致患者治疗依从性

降低，进而影响治疗效果，为此需在治疗期间加强健

康教育[2-3]。本研究择取院内就诊银屑病患者为分析样

本，探究评估个性化健康教育的临床价值，现报道如

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年限跨度为 2021 年 6 月-2022 年 6 月，抽选

病例分析样本为本院就诊 72 例银屑病患者，采用电脑

数字表抽签法分组为研究组（ n=36）、对照组

（n=36）。研究组男 22 例，女 14 例，年龄跨度区间

范围为 22-65 岁，平均（43.55±2.69）岁，其中寻常

型 23 例，红病型 13 例。对照组男 21 例，女 15 例，

年龄跨度区间范围为 24-63 岁，平均（43.38±2.71）
岁，其中寻常型 24 例，红病型 12 例，组间基础资料

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纳入标准：①符合《临床皮肤病学》中银屑病诊

断标准。②无认知意识障碍。③签署研究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①合并免疫系统疾病、其他皮肤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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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合并精神类疾病。③不同意参与本研究。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行银屑病常规护理干预，护理人员监

测患者皮肤组织病情变化，指导患者遵医嘱治疗，告

知患者日常生活注意事项，解答患者提问。 
研究组患者增加个性化健康教育，具体措施如下。

（1）个性化健康教育方式：护理人员统计患者临床资

料，依据患者年龄、文化程度、性格特点等选择适宜

的健康教育方案。如患者年龄偏低，文化程度较高，

采用播放视频、网上交流、专题讲座等方式进行银屑

病健康教育。如患者年龄偏高，文化程度较低，护理

人员为其发放银屑病健康知识手册，并通过一对一交

流的方式开展银屑病健康教育。同时，护理人员于院

内醒目位置设置银屑病健康知识宣传栏，方便患者随

时了解相关知识，以营造良好的健康教育氛围。（2）
个性化健康教育内容：①医院环境介绍：患者入院初

期，护理人员需主动热情接待，为其介绍院内病区分

布、主管医师及护理人员，讲解院内安全管理制度、

陪护及探视制度，为患者发放日常生活所需各类用品。

②银屑病基础知识：护理人员需利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为患者介绍银屑病基础知识，告知银屑病属于慢性炎

性皮肤病，主要临床症状为皮肤组织斑块或丘疹上方

覆盖银白色鳞屑，致病原因与感染、免疫、代谢等相

关，重点介绍医师为患者制定的治疗方案，告知治疗

原理及预期临床效果。健康教育期间，护理人员需及

时与患者互动交流，耐心细致的解答患者提出的各类

问题，以提高健康教育效果。③皮肤护理指导：护理

人员依据银屑病患者临床症状给予针对性皮肤护理指

导，告知患者穿着棉质、柔软、宽松衣裤，沐浴时控

制水温为 37℃-39℃，隔日或每日沐浴 1 次。如患者瘙

痒严重，护理人员指导其遵医嘱口服抗组胺类药物，

外用止痒药膏。如患者瘙痒剧烈，护理人员需为其涂

抹药膏，并采用无菌纱布包扎，告知患者避免抓挠皮

肤瘙痒区域。如患者鳞屑厚度较大，需指导其采用高

锰酸钾溶液（ 1:8000 ）浸浴，每次浸浴时间为

30-45min，每周浸浴 2 次，年老者不得浸浴。④饮食指

导：为避免银屑病患者病情反复发作，护理人员需对

其进行饮食指导，为患者发放银屑病健康食谱，告知

其增加维生素、蛋白质摄入量，增加每日饮水量，并

告知患者戒烟酒，减少牛羊肉摄入量，增加鱼类摄入

量，以加速病情康复。⑤心理干预：银屑病患者皮肤

瘙痒、皮疹症状严重，皮肤外观不雅，睡眠及社交均

受影响，继而导致其存在抑郁、焦虑等情绪，心理压

力较大。为改善患者心理状态，提高其治疗依从性，

护理人员需积极主动与患者沟通交流，采用鼓励性、

安慰性的语言对患者进行心理安抚，积极协助患者解

决治疗期间的各类问题，并为患者介绍治疗效果显著

患者资料，使患者树立康复信念，并积极配合治疗干

预。⑥出院指导：银屑病患者治疗周期较长，病情易

反复，患者需长期居家治疗。患者出院前，护理人员

需对其进行健康指导，告知患者严格遵医嘱用药，不

得私自停药或减量用药，以避免病情加重。服用雷公

藤多苷、甲氨蝶呤等药物期间需定期检查肝肾能及血

常规，如发现异常需及时治疗。护理人员需告知患者

合理饮食，适量运动，保证作息时间规律，并在治疗

期间保持良好的情绪状态，以提高治疗效果。 
1.3 评价标准 
护理干预前后为两组患者发放本院自制银屑病健

康知识评分量表，分值为 0-100 分，统计银屑病健康

知识评分。（2）护理干预后为两组患者发放调查问卷，

统计治疗依从性及护理满意度。 
1.4 统计学方法 
SPSS23.0 软件分析研究数据，计量资料（ x ±s）

为 t 检验，计数资料%为ꭓ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银屑病健康知识评分 
护理干预前研究组患者银屑病健康知识评分为（6

2.55±4.76）分，对照组患者银屑病健康知识评分为

（62.59±4.71）分，两组银屑病健康知识评分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干预后研究组患者银屑

病健康知识评分为（88.73±5.96）分，对照组患者银

屑病健康知识评分为（71.25±2.38）分，研究组高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 对比两组治疗依从性、护理满意度 
研究组患者治疗依从性为（31/36）86.1%、护理

满意度为（33/36）91.7%，对照组患者治疗依从性为

（22/36）61.1%、护理满意度为（2636）72.2%，研究

组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银屑病为临床多发慢性炎性皮肤组织病变，主要

发病人群为青壮年群体，患者临床表现为皮肤组织斑

块或丘疹，皮肤表面覆盖多层银白色鳞屑，其发病机

理较为复杂，链球菌感染、免疫功能异常、内分泌变

化、代谢功能障碍等均可导致发病。银屑病主要包括

红病型、寻常型、脓胞型、关节病型等病理类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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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患者为寻常型，治疗难度较大，治愈后极易复发[

4]。 
临床治疗银屑病多采用药物治疗、物理治疗等对

症支持治疗方案，治疗周期较长，治疗期间患者病情

易反复，进而导致其治疗依从性降低。为提高银屑病

治疗效果，需采取有效的护理干预措施[5]。健康教育为

银屑病护理的重要措施，具有低投入、高产出、高效

益的特点，可提高银屑病患者对疾病的认知水平，使

其了解治疗期间注意事项，继而提高治疗依从性，改

善治疗效果。常规健康教育模式下，健康教育内容及

形式相对固定，未充分考虑患者的个体差异，部分患

者无法准确理解健康教育内容，继而导致健康教育无

法达到理想效果[6]。个性化健康教育为全新的健康教育

模式，其核心理念是以患者为中心，护理人员依据患

者年龄、文化程度、性格特点选择适宜的健康教育方

式及内容，可提高患者对健康教育内容的接受度，通

过院内治疗期间及出院后的全程健康教育可提升健康

教育的实际效果。同时，个性化健康教育中加入心理

干预措施，可显著改善患者的心理健康状态，提升其

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提高治疗依从性，进而改善银

屑病治疗效果[7]。 
总结分析研究资料，研究组患者护理干预后银屑

病健康知识评分高于对照组，这与周旋[8]等研究结论一

致，提示银屑病患者接受个性化健康教育可提高健康

知识掌握水平。分析其原因，个性化健康教育过程中，

护理人员采取符合患者认识习惯的教育方式，依据患

者病情特点确定健康教育内容，并利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进行知识讲解，可显著提高患者对银屑病健康知识

的了解程度。研究组患者治疗依从性、护理满意度均

高于对照组，这与陈辉[9]等研究结论一致，提示个性化

健康教育可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护理满意度。分析

其原因，个性化健康教育采用更为合理的教育方式，

优选教育内容，配合心理支持等人文化的干预措施，

可显著提高治疗依从性、护理满意度。 
综上分析，银屑病患者护理中采用个性化健康教

育可提高健康知识掌握水平，并可提升治疗依从性及

护理满意度，值得全面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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