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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心理干预在抑郁障碍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青少年中的应用效果 

金海英 

宜昌市优抚医院  湖北宜昌 

【摘要】目的 分析积极心理干预在抑郁障碍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青少年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本次研究的起

始时间为 2023 年 1 月份，截止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份，患者的数量为 60 例，分成了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有 30
位患者。对照组：常规护理，实验组：积极心理干预。分析两组患者的抑郁焦虑情况以及 TAS 评分。结果 实验

组抑郁焦虑得到改善，TAS 评分显佳，P<0.05。结论 对抑郁障碍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青少年提供积极心理干

预，可以改善其抑郁、俯卧情绪，改善其 TAS 评分，值得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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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posit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in adolescents with depressive 
disorder and non-suicidal self-injury. Methods The starting time of this study was January 2023, and the deadline was 
December 2023. The number of patients was 60,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experimental group, with 30 patients. Control 
group: usual care, experimental group: posit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s well as TAS scores 
were analyzed in both groups. Results Depression improved in anxiety with good TAS score, P < 0.05. Conclusion 
Providing posit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for adolescents with depressive disorder and non-suicidal NSSI behavior can 
improve their depression and prone mood, and improve their TAS score, which is worth advoc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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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障碍作为一种常见的精神疾病，患者会出现

情绪低落、兴趣下降、思维迟缓、人际交往冷漠等表现。

而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是指不以自杀为目的、直接的、故

意的对自身的身体造成损伤，而且不被社会或者文化

所认可以的一种行为。而非自杀性自伤行为与抑郁有

着更为密切的关系，抑郁障碍作为青少年出现非自杀

性自伤行为的重要因素。在我国青少年抑郁障碍当中，

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具有较高的比例，该种行为的出发

点为获取情绪上的慰藉，而不是为了自杀。但该种行为

引发的自杀风险要高于普通人群 [1]。而青少年出现

NSSI 会增加自杀的风险。积极心理干预，属于一种以

积极心理学为指导的心理疗法，该种方式是通过增加

患者的正面状态，有效的活动培养其积极的态度、行为

或者认知，以提升其幸福感。本文就积极心理干预在抑

郁障碍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青少年中的应用效果进行

讨论，详见下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参与本次研究患者的数量为 60 例，起始时间为

2023 年 1 月份，截止至 2023 年 12 月份，患者的年龄

在 12~17 岁之间，且平均年龄 15.33±0.42 岁，男性患

者 21 例，女性患者 39 例。分析患者的一般资料差异

不大，P>0.05。 
 

https://jmnm.oajrc.org/


金海英                                            积极心理干预在抑郁障碍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青少年中的应用效果 

- 139 -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提供帕罗西汀治疗，每天一次，每次

20mg。对照组患者提供常规护理干预，护理人员在患

者复诊时提供有效的心理指导，评估患者的抑郁程度，

分析其出现 NSSI 行为的频率或者程度，提醒患者与家

属进行沟通、交流，多陪伴患者融入到社会当中。若遇

到刺激事件时应鼓励患者多倾诉，转移自身的注意力，

避免 NSSI 情况的发生[2]。 
实验组患者提供积极心理干预，具体包括：1、在

第一阶段，通过识别来发挥患者的优点，由安静或者独

立的治疗室内，干预者为患者发放笔或者日记本以及

描绘自身优点的打印印纸，涉及到内容的包括勇敢、自

信、坚持、大方、稳重等积极向上的词语。让患者自我

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词语。负责疏导的人员结合描述的

词语，让患者描述自我认可的优点，家庭成员对其进行

补充，通过积极的方式让患者与家属建立和谐的氛围，

提升其融洽度，鼓励患者在日记本上描述自身的优点
[3]。2、第二阶段，负责疏导的人员分享自身在生活、

工作或者学习当中的愉快事件，引导患者加入到分享

过程当中，引导患者通过讨论、叙事、分享或者总结的

方式让患者感受到愉快是一种容易的事情，愉快的融

入到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建立正确的态度，通过开放的

内心便可以得到接纳。在讨论结束后，应鼓励患者描述

让自身感到愉快的事件，并说明愉快的原因，愉快的本

质，在下次干预前，再次分享愉快的事件[4]。3、开展

情绪共情体检，积极的进行情感宣泄，是开展情绪控制

的重要方向。负责疏导的人员应先向患者讲述自身的

愉快事件，悲伤、失望、差耻、内疚等负性情绪，并表

达应对此类情绪的应对方向，通过恰当的方式应对不

愉悦的情感，可以良好的驾驭情绪，过于冲动的情绪或

者无缘由的焦虑不会带来积极的变化。鼓励患者分享

自身的不愉快情感，应对方式、结果，通过共情的方式

促进患者将负性情绪宣泄出来，并在日记当中对这些

不愉快的事件进地记录，分析遇到不愉快的应激事件

不得通过故意损伤自身身体的行为来缓解，可以通过

与他人交流或者写日记进行倾诉，并思考其中的问题，

在下次干预前分析面对不愉快事件的处理方式[5]。4、
品味生活，引导患者分析生活细节当中的乐趣，充分的

体验享受和敷衍感受的对比，回忆生活当中的美好时

刻，反思日常不当行为，引导患者憧憬人生，希望拥有

什么样的行为或者成就，并写在日记当中。引导患者如

何从当前行动当中改善自身不良的行为、情绪。 
1.3 观察指标 
通过抑郁、焦虑量表评估患者的抑郁、焦虑情绪，

分析患者的 TAS 评分。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文中所生成的数据均借用 SPSS21.0数据

包处理，计量数据使用（n，%）表示，通过 χ2 检验，

P<0.05 显现检验结果有意义。 
2 结果 
2.1 护理前，两组患者的 SAS、SDS 评分差异不

大，P>0.05，护理后，实验组患者的抑郁、焦虑明显得

到改善，P<0.05，见表 1。 

表 1  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前后 SAS、SDS 评分（ x s± ，分） 

组别 SAS 评分 SDS 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n=30） 53.02±4.57 40.31±3.58 52.27±3.25 38.62±2.51 

实验组（n=30） 53.04±4.62 32.51±4.25 52.34±3.71 30.21±3.27 

t 0.005 6.297 0.024 4.187 

P 0.715 <0.05 0.429 <0.05 

 
2.2 对照组患者干预前在描述情感能力的评分为

19.41±4.91 分；识别情绪困难的评分为 21.65±5.42 分；

幻想的评分为 15.28±3.64 分；外向型思维的评分为

23.75±6.01 分；总分为 80.15±14.29 分。 
实验组患者干预前在描述情感能力的评分为

19.68±5.01 分；识别情绪困难的评分为 22.18±5.48 分；

幻想的评分为 15.82±3.91 分；外向型思维的评分为

24.11±6.21 分；总分为 81.71±15.41 分。 
对照组患者干预后在描述情感能力的评分为

17.18±4.21 分；识别情绪困难的评分为 18.74±4.91 分；

幻想的评分为 14.12±3.24 分；外向型思维的评分为

21.64±5.61 分；总分为 71.45±11.4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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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组患者干预后在描述情感能力的评分为

14.82±3.41 分；识别情绪困难的评分为 15.23±3.94 分；

幻想的评分为 12.94±3.14 分；外向型思维的评分为

18.91±4.17 分；总分为 61.94±9.42 分 ；干预前，两

组患者的 TAS 量表评分无明显差异，P>0.05，干预后，

实验组患者的 TAS 量表显佳，P<0.05。 
3 讨论 
积极心理干预是通过为抑郁障碍伴非自杀性自伤

行为的青少年通过心理模型为理论的干预框架，正面

状态的认知或者行为间接降低精神痛苦的严重程度，

实现了幸福感的提升。该种干预模式不再单纯的告诉

患者只是建立积极的或者快乐的行为，通过一种具体

的策略通过间接的手段使得患者的幸福感得到[6]。 
本文通过对两组患者提供不同的干预模式，干预

前，两组患者的抑郁、焦虑情况差异不大，而通过为期

三个月的干预，患者的抑郁焦虑明显得到改善，说明该

种干预模式相对更为温度，而且这种间接的手段，可以

让患者将内心的不愉快释放出来，以实现调整心理适

应性的能力，提升其获得幸福感的能力，实现缓解患者

的抑郁、焦虑，让患者建立了积极的正身的心理状态，

提升了自信心，使得患者的希望水平得到提升，充分发

挥了患者的自身潜能，摆脱了生活当中的痛苦，继而其

抑郁水平得到改善[7]。 
而为两组患者干预三个月后，其 TAS 量表下的描

述情感能力、识别情绪困难、外向型思维以及总分明显

得到改善，这也说明通过对患者开展积极的心理疗法，

可以获得更好的效果，使得青少年的自我伤害行为下

降，提升了患者的自我掌控能力，让患者充分的认识、

发挥自身的潜能，引导患者发挥自身优点，缓解其自卑

或者不自信的情绪[8-9]。写下愉快的三件事，让患者掌

握愉快经历形成的过程，从心理上接纳愉快的情绪，让

患者掌握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挖掘愉快的情绪，有利于

养成愉快情绪的框架，让患者出现恶劣情绪时应有效

的控制，摆脱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带来的短因果报应的

情绪慰藉，减少成瘾性的产生[10]。而对于每一位患者

来说，其个体的情感较为复杂，而且也无法明确、清晰

且确切的表达出现，会导致患者出现模糊的情绪，减少

模糊情绪对其造成的影响，导致发生混乱的情感冲动，

引发非自杀性自伤行为。让患者列举不愉快的事件，有

利于患者建立正确认识自身的情感，让患者感受到内

心情感，将自我理解的大门打开，有效的驾驭自身的情

绪，建立正面心态，提升其情绪控制能力，值得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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