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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护理对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疾病认知及依从性的影响观察 

李 杰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免疫科  安徽合肥 

【摘要】目的 探讨并分析叙事护理对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疾病认知及依从性的影响。方法 在 2023 年 1 月

至 2024 年 4 月期间，选取我院 60 例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为研究对象，采取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n=30）
和研究组（n=30），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研究组采用叙事护理，对比两组护理差异。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研究

组疾病认知度、依从性评分均较高，疾病活动度评分较低；SAS 评分、SDS 评分均较低；护理满意度较高（P＜
0.05）。结论 对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实施叙事护理，能够明显提高患者对疾病的认知程度，促使其临床依从性提

升，对于降低疾病活动度具有积极影响，建议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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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on the impact of narrative nursing on disease cognition and compliance in patients with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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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impact of narrative nursing on disease cognition and compliance in 
patients with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Methods From January 2023 to April 2024, 60 patients with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subjects.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n=30) 
and a study group (n=30) using a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care, while the study 
group received narrative care. The nursing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study group had higher disease awareness and compliance scores, but lower disease activity scores; 
SAS score and SDS score are both relatively low; Nursing satisfaction was relatively high (P<0.05). Conclusion  
Implementing narrative nursing for patients with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disease, promote their clinical compliance, and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reducing disease activity. It 
is recommended to promote its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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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红斑狼疮是一种常见的全身免疫性疾病，目

前对其确切病因尚不清楚，但有研究认为是因人体免疫

系统被异常激活，攻击自身组织所致[1]。该病症状表现

十分复杂多样，其中，发热、皮疹、肌肉关节疼痛等均

较为常见，同时，会引起全身多脏器和组织受损，对于

患者的机体健康安全造成严重威胁[2]。在现阶段临床中，

对于该病仍无法治愈，但通过规范化的药物治疗后可达

到长期缓解，有利于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但是由于患

者长期遭受病症的折磨，并且治疗周期长、治疗费用高，

会导致患者出现严重的心理压力和负面情绪，在诸多因

素的影响下，都会降低病症改善效果[3]。因此，在临床

治疗期间，对患者给予必要的护理干预是较为关键的一

项内容，能够让患者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促使其临床

配合度提升，对于治疗效果的增强起到良好的辅助作用
[4]。基于此，本文旨在探究叙事护理的临床应用效果，

具体报道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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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 2023 年 1 月至 2024 年 4 月期间，选取我院 60

例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将其作为本次研究对象，通过

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分组，每组 30 例患者，对照组，男 8
例、女 22 例，年龄 20～67 岁，平均（43.51±2.14）岁，

病程 1～5 年，平均（3.24±0.78）年。研究组，男 7 例、

女 23 例，年龄 20～68 岁，平均（43.48±2.12）岁，病

程 1～6 年，平均（3.29±0.72）年。比较两组一般资料，

可知无统计学意义存在（P＞0.05）。 
纳入标准：（1）两组患者均被明确诊断为系统性红

斑狼疮；（2）两组患者临床资料完善；（3）两组患者

及家属对本次研究中应用的护理方案完全知晓。 
排除标准：（1）存在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2）

存在其他免疫系统疾病者；（3）神志不清或无法正常语

言沟通者；（4）研究中途退出者。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主要包括环境介绍、病情观

察及用药指导等，并告知患者临床治疗及护理中的相关

注意事项等。 
研究组采用叙事护理：（1）建立相关护理小组：由

责任医师、护士长及责任护理人员共同组成，首先，需

要对小组成员进行有关培训，使其充分了解叙事护理的

目的、流程、护理技巧及注意事项等，在培训结束后，

需要予以考核，在考核通过后才可参加此次护理工作。

（2）护理人员需要积极、主动与患者沟通，每日 2 次，

每次 30min 左右，在沟通过程中需采取引导性问题进行

对话，鼓励患者勇敢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并进行积极

回应，以此能够逐步取得患者的信任，与之建立良好的

护患关系，便于后续临床工作的顺利开展。（3）叙述护

理共分为四个阶段：主要包括关注阶段、理解阶段、反

思阶段和回应阶段等，在关注阶段需要引导患者回答问

题，例如患病后的心理感受？有什么不高兴？如果看待

自身疾病等。理解阶段的问题：存在什么麻烦？麻烦的

来源？如何看待麻烦给自身带来的变化等。反思阶段的

问题：是否存在类似的问题？面对此类问题应该如何解

决等。回应阶段的引导性问题：您可以与其他患者分享

您宝贵的康复经验吗？如果您的家人看到您的变化是

什么感受等。所有访谈均采用一对一形式，并采用笔记、

录音笔等方式对访谈内容进行详细记录，此过程需要征

求患者的同意。（4）在每次访谈结束后，护理人员需要

回顾性分析并总结与患者的访谈内容，了解患者心理问

题的原因，并予以针对性地疏导方式，并在下一次的叙

述护理中观察患者的心理问题是否得到改善等。 
1.3 评价指标及判定标准 
对比两组疾病认知度、疾病活动度及依从性：利用

医院自制问卷调查表对疾病知识了解情况进行评估，总

分 100 分，分值越高越好；利用 SLE 疾病活动度评分量

表对患者症状进行评价，共 24 项评价指标，重度活动

≥15分；中度活动 10～14 分；轻度活动 5～9 分；≤4分
基本无活动；利用医院自制评价表对患者治疗及护理工

作的配合度进行评定，总分 100 分，分值越高越好。 
对比两组心理状态：利用焦虑自评量表（SAS）、

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定，二者评分的分界值分别为

50 分、53 分，分值越高，代表患者状态越差。 
对比两组护理满意度：利用本院自制调查表进行评

定，总分 100 分，分为不满意（得分≤59分）、满意（得

分 60～84 分）与非常满意（得分＞84 分）。 
1.4 统计学处理 
在本次研究中，使用软件包 SPSS23.0 对两组统性

红斑狼疮患者的研究数据进行处理，其中，计数资料实

施ꭓ2 检验，计量资料开展 t 值验证，二者结果分别按照

百分比（n，%）、均数±标准差（ s±x ）形式表达，在

P 值＜0.05 时，则代表组间数据存在差异， 
2 结果 
2.1 疾病认知度、疾病活动度、依从性对比 
与对照组相比，研究组疾病认知度、依从性评分均

较高，疾病活动度评分较低（P＜0.05）。详见表 1. 
表 1  疾病认知度、疾病活动度、依从性对比（分） 

组别 
疾病认知度 疾病活动度 依从性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n=30） 65.27±5.24 73.11±5.83 21.26±1.24 11.13±0.99 73.15±3.28 81.40±3.26 

研究组 n=30） 65.08±5.19 85.27±5.93 21.22±1.09 8.20±0.78 73.09±3.61 89.27±4.15 

t 0.1411 8.0091 0.1327 12.7331 0.0673 8.1681 

P 0.8883 0.0000 0.8949 0.0000 0.9465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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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心理状态对比 
护理前，对照组 SAS 评分为（51.38±5.46）分、SDS

评分为（54.42±5.87）分，研究组分别为（51.41±5.35）
分、（54.38±5.91）分，两组数据比较，无差异（t=0.0214，
P=0.9829）、（t=0.0263，P=0.9791）；护理后，对照组

SAS 评分为（46.37±4.52）分、SDS 评分为（48.41±4.62）
分，研究组分别为（41.42±3.67）分、（43.32±3.48）分；

组间数据比较，可知研究组评分均较低（t=4.6566，
P=0.0.0000）、（t=4.8200，P=0.0000）。 

2.3 护理满意度对比 
对照组中，非常满意 14 例、基本满意 10 例、不满

意 6 例，总满意度为 80.00%（24/30）；研究中，非常

满意 17 例、基本满意 12 例、不满意 1 例，总满意度为

96.67%（29/30），组间比较，可知研究组护理满意度较

高（ꭓ2=4.0431，P=0.0443）。 
3 讨论 
系统性红斑狼疮是一种侵犯全身多系统的慢性、弥

漫性结缔组织病，现代医学认为，该病的发生可能与遗

传、环境及雌激素等因素有关[5]。有研究数据资料表明，

近年来，该病的总体患病率有所升高，以育龄期女性较

为多见。就目前而言，该病尚无根治方法，但是早期诊

断并经长期药物控制，有希望达到长期缓解，使患者拥

有与正常健康人群同等的生活质量[6]。但是因该病病程

较长、病情反复，加上患者对疾病认知程度不足，在面

对疾病预后的不确定性时，会产生严重的心理负担，导

致临床配合度降低，进而难以达到理想的治疗效果[7]。

所以，在治疗期间，为患者提供科学、合理的护理干预

尤为重要，能够使患者的心理状态得到有效缓解，同时

可促使其积极配合临床工作，对于病症的改善具有积极

影响。叙事护理是一种新型的护理模式，通过与患者进

行积极沟通，引导患者叙事，将其恐惧等情感问题充分

表达，护理人员需结合专业知识及既往临床护理经验，

帮助患者树立正确的健康意识，增强其正确认知，这样

对于疾病的治疗和康复具有积极作用[8]。 
结合本次研究结果能够发现，在实施护理后，对两

组护理情况评定，可知研究组疾病认知度评分（85.27±
5.93）分较高；疾病活动度评分（8.20±0.78）分较低；

依从性评分（89.27±4.15）分较高；对心理状态评定，

可知研究组 SAS 评分（41.42±3.67）分、SDS 评分（43.32
±3.48）分均较低；对护理满意度调查，可知研究组

（96.67%），与对照组（80.00%）相比较高，以上判定

条目组间数据比较存在差异（P 均＜0.05）。由此可说

明，叙事护理的实施，能够明显提高患者对疾病的认知

程度，使其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进而提高临床依从性，

对于降低疾病活动度具有积极影响，与此同时，患者对

此护理模式的认可度和满意度显著提升。 
综上所述，对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实施叙事护理，

有利于提高患者的临床配合度，使其临床治疗有效性得

到有效保障，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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