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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观认知疗法在广泛性焦虑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朱颖爽，谭兴艳，黄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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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广泛性焦虑的特点，评价内观认知疗法的应用价值。方法 选择 60 例需要治疗的广泛性

焦虑患者，于 2023 年 2 月-2023 年 12 月我院进行临床研究，且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为内观认知疗法，对照组

为常规疗法。两组比较心理状况，包括焦虑与睡眠质量；对比护理满意度。结果 经对比，观察组焦虑状况评分更

低，差异为 P<0.05。睡眠质量两组均良好，但观察组数据更优，差异为 P>0.05；经对比，满意度情况观察组数据

显著占比更高，差异为 P<0.05。结论 内观认知疗法应用价值较高，适用于广泛性焦虑患者护理当中，提高生活

质量，改善焦虑状况，睡眠充足，重新塑造正确认知，调节自我心态和感知方式，护理效果更显著，患者满意度

较高，具有临床进一步研究和推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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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endoscopic cognitive therapy in the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generalized anx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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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eneralized anxiety and evaluat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Vipassana cognitive therapy. Methods 60 patients with generalized anxiety requiring treatment were selected for clinical 
study in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23 to December 2023, and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insight cognitive therapy,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therapy. The two 
groups compared their psychological status, including anxiety and sleep quality; Compare nursing satisfaction. Results After 
comparison, the anxiety score of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e difference was P<0.05. The sleep quality of both groups 
was good, but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better data (P>0.05). After comparison, the satisfaction data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accounted for a significantly higher proportion, and the difference was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Vipassana cognitive therapy is high, which is suitable for the care of patients with generalized anxiety. It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improve the anxiety condition, get enough sleep, reshape the correct cognition, adjust the self-mentality and 
perception mode, and the nursing effect is more significant, and the patient satisfaction is higher, which has the significance 
of further clinical research and promotion. 

【Keywords】Vipassana cognitive therapy; Generalized anxiety; Therapeutic effect 
 

广泛性焦虑是临床常见的一种慢性焦虑障碍疾病，

患病率女性高于男性，约男性的 2 倍[1]。焦虑、担忧是

临床主要特征，对多种境遇的过分焦虑感及焦虑的身

体表现很难控制，其发病机制尚未明确，可能与遗传因

素有关，患者应尽早治疗，避免降低生活质量，同时影

响生活与工作等层面[2]。目前，药物是此疾病治疗的常

用手段，但单纯药物治疗效果并不十分显著，具有一定

的局限性，而内观认知疗法是一种新型的心理治疗手

段，本文就此展开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选取的观察对象为 60 例广泛性焦虑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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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23 年 2 月-2023 年 12 月在我院进行临床研究，且

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为内观认知疗法，对照组为常规

疗法。观察组男性 11 例，女性 19 例，年龄 35-59 岁，

平均年龄（47.23±1.35）岁；对照组男性 10 例，女性

20 例，年龄 36-60 岁，平均年龄（48.05±2.58）岁。两

组资料统计无差异性（P>0.05）。 
纳排标准：纳入经诊断完全符合诊断标准、年龄均

为 35-60 岁之间且自愿参与；排除患有器质性精神疾

病者、滥用药物者。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治疗。使用帕罗西汀药物 20 

mg/d，口服；氯硝西泮 1 次 0.5mg，3 次/d，口服，针

对实际状况进行调整，最多不可超过 2mg/d。同时，了

解患者实际状况，进行常规护理干预，为患者及家属讲

解包括病因、临床症状、治疗方法等知识，加强疾病认

知程度，促进治疗的依从性。 
观察组：采用内观认知疗法。在对照组的基础上添

加内观认知疗法。提供相对具有独立性的内观室，让患

者隔离于 1m2 的屏风内，坐在椅子上或地板（铺设小

垫）上，对其治疗时应关闭手机并与外界隔离，专心治

疗，禁止与内观治疗师以外人群交流。 
首先，内观运动会（第 1 天），由专业的内观督导

师为患者热情讲解内观治疗疗法，可借助宣传手册、小

视频的形式进行宣传，让患者进一步理解和掌握，增强

患者治疗信心。其次，内观期（第 2~6 天），内观对象

依次为患者最亲近的人，最后为最讨厌的人；引导患者

持续性自省，可通过对方给的恩惠、给对方的回报及增

添的麻烦等问题，帮助患者对自己与所有内观对象的

关系重新思考；及时详细掌握患者内观情况，定时与患

者沟通，每次间隔 1.5 h，持续 5 min，适当给予引导。 
最后，内观疗法总结会（第 7 天），由内观者将各

自的感受进行分享，对患者自我中心主义进行识别，对

非理性认知和扭曲认知进行纠正，调节负性情绪。治疗

为 3 次/d，持续治疗 7d。 
1.3 观察指标 
1.3.1 两组对比心理状况，以焦虑、睡眠质量为标

准，采用焦虑自评量表和睡眠状况自评量表进行分析

患者各项指标。 
1.3.2 对比护理满意度，以十分满意（80 分以上）、

基本满意（60-80 分）、不满意（60 分以下）为标准，

总满意度=十分满意+基本满意结果。采用自制量表分

析各指标。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患者均实施 SPSS25.0 软件处理分析，采用 t

检验计量以（ ）表示；采用 χ2检验计数以%表示。

P<0.05，表示有差异。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心理状况评分 
经对比，观察组焦虑状况评分更低，差异为 P<0.05。

睡眠质量评分两组均良好，但观察组数据更优，差异为

P>0.05。见表 1。 
2.2 对比两组护理满意度 
经对比，满意度情况观察组数据占比更高，差异为

P<0.05。见表 2。 
表 1  对比两组心理状况评分（͞χ±s，分） 

组别 例数 
焦虑 睡眠质量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30 79.53±5.94 55.86±4.37* 76.96±5.88 49.75±3.18* 

对照组 30 70.26±5.67 64.92±4.23* 76.48±5.82 50.43±3.29* 

t - 6.1831 8.1592 0.3178 0.8140 

P - 0.0000 0.0000 0.7518 0.4190 

表 2  对比两组护理总满意度 [n（%）]  

组别 例数 十分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 

观察组 30 18（60.00） 11（36.67） 1（3.33） 29（96.67） 

对照组 30 9（30.00） 14（46.67） 7（23.34） 23（76.67） 

χ2 -    5.1923 

P -    0.0227 

 

s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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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广泛性焦虑（GAD）是临床常见心理障碍，GAD

具有多变的特点。发病机制尚未明确，但目前相关发现

认为此疾病可能与遗传、神经生物学、自身经历以及过

往相关激性琐事等因素息息相关[3]。患者常出现一系列

的生理和心理症状，比如说，面肌扭曲、眉头紧锁、姿

势紧张、坐立不安、皮肤苍白甚至颤抖等，持续情绪不

安，自主神经功能异常兴奋而过于警惕，严重影响患者

身心健康以及生活质量，因此，患者应积极进行治疗，

避免病情加重[4]。目前，常用药物进行治疗，但单纯的

药物疗效并不十分理想，针对个别患者甚至没有效果，

同时极易复发，延长病情[5]。同时药物具有一定依赖性

和副作用，对患者机体造成负担。临床中分析心因性方

式，观察患者个体与行为进行评估，并对其进行相关心

理指导，让情绪释放，神经放松，以此降低外界刺激出

现应激反应，治疗效果较理想[6]。而内观认知疗法是一

种新型的心理治疗手段，由日本学者吉本伊信于 1953
年创建，以人格的转变为目的，改变精神生活内容，是

一个净化心灵的过程[7]。帮助患者深入探索自身内心想

法，对其进行识别和改变扭曲思维和行为，改变思维才

能改变患者实际感受，从而对负面情绪进行理解和调

节[8]。目前，内观疗法在美国和欧洲等诸多国家均有创

立内观疗法的专门研究机构，应用之广泛。内观主要意

义指观内，了解自己并正确凝视心中的自我，以提升幸

福指数及实现自我精神修养或治疗精神障碍为目，通

过心理训练流程，在严格的时间、环境及流程的实施中，

结合心理医师指导，改变以往的关系认知，感受被尊重

和关爱，从而体验美好的生活。本次研究表明，经对比，

观察组焦虑状况评分更低，差异为 P<0.05。睡眠质量

评分两组均良好，但观察组数据更优，差异为 P>0.05；
经对比，满意度情况观察组数据 96.67%占比更高，差

异为 P<0.05。由此证明了与以往常规治疗相比，后者

更具有针对性，效果更显著，让患者以全新的层面思考

回忆，改变思维认知，调节负面情绪，用平和心态接纳

外界，恢复社会功能。 
综上所述，广泛性焦虑患者临床采用内观认知疗

法，通过内观过程，通过有效的心理治疗，针对患者自

身成长经历的回忆，从多个层面进行观察、感受，体验

诸多情感，改变执着，纠正患者非理性认知，树立自信，

统一主观与客观性，使焦虑症状得到显著改善[3]。让患

者深入探索自身内心世界，重新了解自己，提高自信，

有助于调节焦虑情绪，提高生活质量和睡眠质量，具有

一定的研究价值[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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