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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在银屑病患者皮肤护理管理中的应用价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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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寻循证护理应用在银屑病患者皮肤护理管理中的效果。方法 选择我院收治的 90 例银屑病

患者，随机平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分别进行常规护理和循证护理，对比效果。结果 观察组心理功能、躯体功

能、社会功能、物质生活分别为（91.08±5.62）、（92.28±2.85）、（92.24±2.03）、（91.18±3.76）明显优于对照

组（79.25±4.16）、（80.46±4.91）、（80.64±4.75）、（79.92±4.27）（P＜0.05）；观察组护理满意度 97.78%明显

高于对照组 80.00%（P＜0.05）；观察组护理效果 97.78%明显优于对照组 84.44%（P＜0.05）。结论 循证护理能

够使银屑病患者在皮肤护理管理中的生活质量和护理满意度提高，使护理效果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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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in skin care management of psoriasis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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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in skin care management of psoriasis patients. 
Methods 90 psoriasis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for 
routine care and evidence-based care respectively. Results：The mental function, physical function, social function and 
physical life were (91.08 ± 5.62), (92.28 ± 2.85), (92.24 ± 2.03), (91.18 ± 3.76)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79.25 ± 4.16), (80.46 ± 4.91), (80.64 ± 4.75), (79.92 ± 4.27) (P <0.05);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97.78%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80.00% (P <0.05); The nursing effect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97.78%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84.44% (P <0.05). Conclusion：Evidence-based nursing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soriasis patients in skin nursing management, and improve the nurs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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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屑病是皮肤科常见的一种炎症性皮肤病，有反复

发作的特点[1]。发病的原因目前尚不清楚，通常与遗传、

免疫紊乱、精神等因素有关，临床症状为红斑、鳞屑、

瘙痒等，且全身均可发病，严重影响患者的工作和生活
[2]。因此，应对患者进行及时有效的治疗，使其病情得

到有效的缓解。由于银屑病的病程时间较长，很难得到

有效治愈，极易导致患者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受到严

重的影响[3]。在对其进行治疗的过程中也应对其进行全

面的护理管理，使其负面的心理得到改善，使其预后得

到改善[4]。循证护理主要是现有的问题进行总结和分析，

结合有关文献和临床护理经验等制定针对性的护理方

案，使护理的效果提升。本文主要对循证护理在银屑病

患者皮肤护理管理中的效果进行探究，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收治的 90 例银屑病患者（2021 年 8 月

~2022 年 9 月），随机分成对照组 45 例，观察组 45 例，

其中对照组男 30 例，女 15 例，平均（46.38±4.75）岁，

观察组男 28 例，女 17 例，平均（46.03±4.85）岁，两

组资料对比（P＞0.05）。 
1.2 方法 
对照组：常规护理。护理人员应对患者的病情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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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密切的观察，针对疾病的有关内容进行口头上的讲

述，对其饮食和心理等进行相应的护理指导，对患者进

行个性化护理。 
观察组：循证护理。（1）组建由护士长、护理人

员等的循证护理小组，针对理论和实践等护理知识进行

定期培训和考核，对银屑病发病原因、护理和注意事项

等皮肤护理管理当中的难点等进行定期的讲座宣讲，防

止不良事件的产生。使其自我责任意识和综合能力得到

提升，能够使其对患者的参与度和重视程度提升，提升

护理质量。（2）对循证相关问题进行确定。为了使银

屑病患者的病情状况得到有效的缓解，使其预后得到改

善，应对其制定循证护理方案。（3）进行循证支持。

小组内应将工作进行有效的划分，查询相关文献并结合

自身的护理经验等，对护理中相关的问题进行有效的解

决，并制定循证护理方案。（4）环境管理，护理人员

应对病房进行每天的消毒和清洁，保证病房内的干净整

洁，将病房内的湿度和温度进行适当的调整，禁止也夜

间噪音产生，使患者得到更加舒适的休息。对患者的床

单等进行及时的更换，防止感染等不良状况的发生。（5）
对患者不良心理进行安抚，由于银屑病患者发病后，在

身体上会出现非常大的不适感，长期的病情状况下，容

易导致其发生抑郁、焦虑等不良的心理，使病情的治疗

受到一定的影响。护理人员应对患者的心理状况进行重

视，应针对疾病的有关内容和治疗及预后等向患者进行

详细的讲述，对患者疑问的问题进行耐心的解答，提升

患者治疗的自信心，使其对疾病的认知得到提升，同时

缓解其不良的心理状况，同时，护理人员应在与患者进

行互动的过程中，对其性格特点进行相应的了解，并进

行耐心细致的讲述，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6）对其

皮肤进行护理管理，患者发病后，应嘱咐其使用温和的

清洁用品对皮肤受损的部位进行每天的清洁，禁止使用

强烈刺激的清洁产品。在进行清洁过后，应遵医嘱指导

其进行软膏的涂抹，使药物治疗的效果提升。当皮肤受

损位置发生脱屑时应禁止用手进行剥落和抓挠，防止感

染的发生。（7）行为方面指导，在饮食上，应禁止患

者食用辛辣、油腻等刺激性食物，禁止进行咖啡和浓茶

等的饮用。应主要食用营养丰富、清淡的饮食，多进行

优质蛋白、新鲜蔬菜水果等的摄入。在体育训练中，患

者应使自身的身体素质和免疫力提升，护理人员应依据

患者病情的状况指导其进行散步、太极拳等有氧运动。

使患者的注意力得到转移，使其心理负担减少，使预后

恢复的效果提升。 
1.3  观察指标 
采用 SF-36 对两组生活质量评价；对两组护理满意

度对比；对两组护理效果评价，显效：护理后，患者银

屑病皮肤损害的面积＜30%；有效：患者银屑病皮肤损

害的面积 30%~69%；无效：患者银屑病皮肤损害面积

＞70%。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23.0 处理，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生活质量 
护理后，两组对比（P＜0.05），如表 1 所示。 
 

表 1  两组生活质量[（x±s），分] 

组别 例数 心理功能 躯体功能 社会功能 物质生活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45 69.52±3.24 79.25±4.16 70.06± 3.84 80.46±4.91 70.14±2.85 80.64±4.75 69.58±2.54 79.92±4.27 

观察组 45 69.02±3.71 91.08±5.62 70.53± 3.64 92.28±2.85 70.76±2.18 92.24±2.03 69.14±2.73 91.18±3.76 

t  7.054 12.596 6.584 13.496 7.162 13.058 8.524 12.548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2.2 两组护理满意度 
对照组：非常满意、较满意、满意、不满意分别为

16 例（35.56%）、12 例（26.67%）、8 例（17.78%）、

9 例（20.00%）；观察组：非常满意、较满意、满意、

不满意分别为 21 例（46.67%）、13 例（28.89%）、10
例（22.22%）、1 例（2.22%），对照组和观察组总满

意度分别为 80.00%（36 例）和 97.78%（44 例），两组

对比（χ2=5.348，P＜0.05）。 
2.3 两组护理效果分析 
对照组，显效有 24 例、有效 14 例、无效有 7 例；

观察组，显效有 26 例、有效 18 例、无效有 1 例，对照

组总有效率 84.44%（38 例）与观察组总有效率 97.78%
（44 例）对比（χ2=3.645，P＜0.05）。 

3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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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屑病是皮肤病的一种，一般发生于青壮年，是由

于抽烟喝酒、内分泌失调、感染等诱发的[5]。经常发生

在头皮和四肢等部位，表现为境界清晰的浸润性红斑的

基础上，覆盖者银白色的鳞屑，鳞屑较厚，一般无明显

的瘙痒，冬天重夏天较轻[6]。其具有发病率高，发病时

间非常长，容易复发，且不容易根治等特点。使患者的

生活水平降低，使其精神状况和身体健康受到严重的影

响[7]。临床上常采用药物等方式对患者进行相应的治疗，

使其病情症状得到改善[8]。但由于该病无法彻底治愈，

治疗时间较长，除了对患者实行相应的治疗外，也应对

其对其实行有效的护理干预，对其皮肤做好全面的护理

管理，提升治疗效果。常规护理主要是对患者实行基础

的护理干预，缺乏有效的护理方案，护理效果并不理想，

极易引起患者出现多种不良症状，使护理质量受到影响。

循证护理主要是通过大量的研究和实践证实各项护理

方案的有效性，使护理方案的实行更加的具有可行性，

从而改善患者预后状况[9]。 
循证护理是对现有的问题进行提出，通过各种文献

的查询并结合患者自身的病情状况及临床的护理经验

等，制定更加完整的、全面的护理方法，并实施下去，

使护理方法更加具有计划性和针对性，提升护理管理质

量，使患者满意度提高[10]。组建护理小组，将护理管理

制度不断完善，对其进行定期的培训，对护理人员的专

业素养等进行提升，使护理服务水平得到保证。在进行

护理过程中，对行政问题的确定，并通过查找相关行政

支持等，对工作规划进行及时的调整，使护理人员的工

作态度得到改善，使工作效率得到保证。保持病房环境

的干净整洁，对病房的温度和湿度进行相应的调节，对

床单等进行及时的更换，使患者的舒适度增加，防止不

良症状的发生。在患者长期治疗过程中，护理人员应重

视患者的心理健康情况，对患者的心理状况进行及时的

关注，采用耐心温柔的言语多与患者进行互动，使用疏

导、暗示等干预方法，同时将知识宣教融入其中，使其

不良的心理缓解，对其进行疾病有关内容和治疗及预后

方面的讲述，采用以人为本的护理方式，使患者对自身

疾病的认知得到提升，使其治疗的信心提升，从而能够

更加配合相应的治疗。对皮肤受损部位进行定时的清洁，

并指导其采用药膏进行涂抹等，防止感染的发生。对日

常的饮食和运动等进行指导，同时对患者落实情况严格

的监督，保证患者身体营养元素的补充，使自身的免疫

力和身体体质得到快速提高，使疾病预后效果得到改善。

本文结果，观察组生活质量、护理满意度、护理效果显

著优于对照组（P＜0.05），表示在银屑病患者皮肤护理

管理中实行循证护理效果好。 
综上，在银屑病患者皮肤护理管理中采用循证护理，

可以有效提升生活质量，提高护理满意度和护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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