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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解决护理对颈椎病患者抑郁情绪和睡眠质量的影响 

徐海艳，李扣霞 

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盐城 

【摘要】目的 论焦点解决护理在颈椎病患者中的应用。方法 随机选择在我院医治的颈椎病患者 50 例，按

随机方式分组，其中 25 例采取常规护理（对照组），另 25 例在此基础上实施焦点解决护理（观察组），经观察

对比，得出结论。结果 对于各项数据的对比来说，观察组护理方法的各项数据更加有优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护理之后观察组患者临床疗效、护理满意度、SDS 评分、PSQI 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结论 使用本研究方法进行护理，大大增强了临床护理效果，提高了睡眠质量，发挥了优良

的临床应用效果，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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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solution-focused nursing on depression and sleep quality in patients with cervical spondyl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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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application of solution-focused nursing in patients with cervical 
spondylosis. Methods 50 patients with cervical spondylosis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groups. Among them, 25 patients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car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ther 25 patients 
received focus solution nursing (observation group) on this basis. get conclusion. Results For the comparison of various 
data, the nursing method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more advantages,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After nursing, the clinical efficacy, nursing satisfaction, SDS score and PSQI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s Nursing using this research method can greatly enhance the clinical nursing effect, improve sleep quality, 
and exert excellent clinical application effect, which is worthy of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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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椎病是临床上非常常见的骨科疾病，也是临床

上的退行性疾病之一，严重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和生

活质量[1-2]。此类患者在诊治过程中因治疗周期长、见

效慢，因此，患者很容易患上由疼痛引起的抑郁症，

它还会影响患者的睡眠质量。颈椎病会导致大脑供血

不足，这也是患者抑郁的一个重要原因。颈椎病与抑

郁症有关，其特征是逐渐发作和反复发作，轻者可出

现功能障碍，重者可卧床不起，不能自理，久而久之，

睡眠不足会影响患者的正常工作和生活。由许多临床

实践研究发现，基于焦点解决护理方案护理的心理干

预对改善颈椎病患者的抑郁情绪和睡眠质量具有重要

作用。本研究采用焦点解决护理，分析在颈椎病患者

护理中的应用及影响，旨在提高临床效果，经观察后

临床效果满意，报告如下。 

1 资料及方法 
1.1 一般资料 
我们按随机方式分组我院 2021 年 1 月-2022 年 3

月收治的颈椎病患者 50 例。用随机数字法分为对照组：

年龄 38-77 岁，平均为（52.77±3.31）岁，共 25 例；

观察组：年龄 39-78 岁，平均为（52.48±3.59）岁，

共 25 例。 
纳入标准：①每个人都知道研究并签署了同意书；

②均符合颈椎病的诊断标准；③抑郁量表的自我评估

显示所有分数都在 55 分或更高的分数；④沟通和理解

能力正常。 
排除标准：①抑郁评分<55 分；②不符合颈椎病诊

断标准的人；③依从性差的人；④患有其他严重疾病；

⑤护理期间病情恶化，并伴有主要器官功能障碍；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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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途中退出了研究的人。基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包括饮食治疗、康复训

练、健康教育等，医护人员会引导患者熟悉医院环境，

介绍主管医生和护士；传播颈椎病病因、防治和治疗

的健康知识，告知患者生活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观察组：实施焦点解决护理干预，方法同下： 
入院当天，研究者联系观察组患者，建立信任关

系，第二天开始干预，遵循自主、保密、无害的原则。

焦点解决护理有五个主要阶段，问题描述、目标建立、

实施讨论、反馈和评估。但在实际工作中，五个阶段

的工作是重叠的，所以护理人员不必担心阶段的划分，

了解、解决患者问题的护理措施，关注患者自身资源，

是护理工作的重点。 
①描述问题阶段。在谈话开始时，病人总是提到

他的问题，这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因此，请注意如何

将对话引向“建设性解决方案”方向，如果患者全神

贯注于问题的讲述，不愿意过快讨论目标，需要用好

奇的心态与患者沟通，护士需要根据患者自身的身体

数据全面评估患者的问题，例如，在治疗过程中，护

士与患者及其家属进行良好的沟通，详细查阅诊治记

录，发现患者在诊治阶段的问题，了解患者在这个阶

段的努力，使他们能够协助整个护理过程，如患者拥

有的可能性和资源。 
②形成目标。咨询患者疾病特征、临床症状和对

治疗效果的需求和期望，相应地设定可行的目标，并

鼓励患者继续朝着他们的目标前进。如果患者在这个

阶段想放弃，与患者沟通、加强护士与患者的沟通，

用言语鼓励患者，采取有效措施帮助患者建立自信心。 
③目标落实阶段。在对患者病情进行全面评估后，

有些患者对自己的病情并不知情，因此需要护理人员

组织患者进行健康教育讲座，提高对患者自身疾病的

认识，并告知患者相关的预防知识和注意事项，从而

可以提高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让患者了解颈椎病对

自己和家人的负面影响，在这个阶段，引导患者感受

疾病对自己和家人的影响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有

负面情绪的患者通常缺乏自信，往往会加剧自己的缺

点而忽视自己的努力；有些病人喜欢在睡前吃东西、

抽烟和喝刺激性饮料，从而增加了胃肠道的压力，增

加了大脑皮层的兴奋，影响了睡眠质量。护理人员应

帮助患者发现影响其康复的不良因素，并指导他们纠

正不良的生活习惯，并帮助患者制定可行的计划以达

到他们的阶段目标，并解释对生活习惯进行修正的目

的和重要性。睡眠姿势和枕头高度与颈椎病有关。长

期使用高枕头会增加颈椎屈曲度和侧弯度，诱发颈椎

病。在干预过程中要有耐心，让患者主动地、积极地

改变使用枕头的不良习惯和睡姿，使患者的睡眠质量

得到提高。 
④反馈阶段。在每次干预结束时，都会评估患者

的康复情况，并确定并鼓励患者做出的所有改进，深

信面对问题没有人会无所作为，耐心倾听患者在实现

目标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出解决建议，根据谈话内

容提醒患者注意观察的内容，这将有助于解决问题，

另外，解决问题后，需要对患者给予肯定和鼓励，以

进一步提高患者的合作积极性。一些患者忽视了他们

的进步，尤其是小的进步，护士需要及时提供反馈，

通过积极的反馈来增加患者对治疗的信心。 
⑤评估。护理人员提出问题，引导患者思考自己

的努力和进步，一旦患者进展到原来的标准之上，就

需要给予充分确认和肯定。指导患者注意实现下一个

目标所需的努力，帮助患者朝着期望的方向拓展目标，

更加努力地解决未来的更多问题。一些患者看到了他

们的进步和取得的成果，但他们没有勇气扩大目标以

获得更好的改变，医护人员需要鼓励他们尝试新的改

变。 
1.3 效果标准 
观察两组临床疗效。无效：临床症状并未减少；

有效：病情有所好转；显效：病情逐渐好转。总有效

率=（显效+有效）/总例数 x100%。两组使用自拟量表

对护理满意度进行评价。分为满意、一般满意及不满

意。总满意率=（满意+一般满意）/总例数 x100%。两

组使用抑郁自评量表（SDS）对护理前后的抑郁情绪

进行评价。满分 60 分，得分越高，抑郁程度越严重。

两组使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对护理前

后的睡眠质量进行评价。分数越低，睡眠质量越高。 
1.4 统计学方法 
相关数据统计使用 SPSS24.0 软件分析数据，进行

配对 χ2 检验临床疗效、护理满意度情况，以 t 检验治

疗前后 SDS、PSQI 评分等计量资料。P＜0.05 为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临床疗效对比 
对照组 25 例患者：显效者 6 例；有效者 8 例；无

效者 11 例；总有效率 56.00%（14/25）。观察组 25 例

患者：显效者 19 例；有效者 2 例；无效者 4 例；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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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 84.00%（21/25）。两组总有效率相比，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χ2=18.666，P=0.000，P＜0.05）。 
2.2 两组护理满意度对比 
对照组 25 例患者：满意者 6 例；一般满意者 8 例；

不满意者 11 例；总满意度 56.00%（14/25）。观察组 25
例患者：满意者 19 例；一般满意者 2 例；不满意者 4
例；总满意度 84.00%（21/25）。两组满意度相比，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8.666，P=0.000，P＜0.05）。 
2.3 两组 SDS 评分对比 
护理前，对照组 SDS 评分为（58.17±4.34）分，

观察组 SDS 评分为（59.69±4.96）分，两组数据无明

显差异（t=1.153，P=0.254，P＞0.05）；护理后，两组

数据有明显差异，对照组 SDS 评分为（30.85±4.79）
分，观察组 SDS 评分为（35.82±3.31）分，数据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t=4.268，P=0.000，P＜0.05）。 
2.4 两组 PSQI 评分对比 
护理前，对照组 PSQI 评分为（14.89±1.32）分，

观察组 PSQI 评分为（14.30±1.38）分，两组数据无明

显差异（t=1.544，P=0.129，P＞0.05）；护理后，两组

数据有明显差异，对照组 PSQI 评分为（11.50±1.27）
分，观察组 PSQI 评分为（8.52±1.36）分，数据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t=8.007，P=0.000，P＜0.05）。 
3 讨论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颈椎病在世界十大慢性病

中排名第二。我国颈椎病的发病率约为 3.8%～17.6%，

约有 50～1.5 亿人患有此病。颈椎病是一种颈椎病综合

征，多见于中老年人。在信息时代，电脑和智能手机

的普及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颈椎病的发病率不仅

在增加，而且还趋于年轻化。在当今快节奏的生活中，

有很多上班族整天坐着，近年来，颈椎病的发病率不

断上升，严重影响了患者的身心健康。同时，许多患

者因疼痛等临床症状而患有抑郁症和睡眠不足的症状。

这是一种难治愈，久病不愈，反复发作、严重影响工

作和生活的慢性病，轻者表现为功能障碍，重者表现

为卧床不起，患者完全丧失自理能力。长期患病会导

致患者出现多种负面情绪，主要是抑郁症，并对睡眠

质量产生严重影响，在恶性循环中，患者的生活质量

越来越差，工作效率越来越差。 
临床实践研究表明，在对颈椎病患者的诊治过程

中，以焦点解决护理为基础的心理干预融入了颈椎病

患者的护理中，对改善患者的抑郁和睡眠质量具有积

极的临床价值[3-5]。以焦点解决护理为中心的护理是一

种基于积极心理学的新型临床干预模式，这是一种充

分尊重个体、相信个体潜力和资源的护理方法，通过

选择性聚焦，把解决问题的重点放在人们的积极方面，

并努力开展护理工作，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力量和

能力，提高护理效果。 
近年来，该方法在国内外临床护理领域越来越受

到重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以焦点解决护理为中

心的护理首先帮助患者确定要解决的问题，然后根据

患者的内心期望确定目标，在护理人员的支持和指导

下，患者正在逐步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6-8]。心理护理

可以通过神经内分泌、神经免疫等途径调动机体的潜

能，唤起患者积极的应对情绪，减轻了心理压力源的

影响并消除患者的抑郁症。根据“生物-心理-社会”的

综合医学模式，康复理疗对颈椎病患者的疗效与心理

治疗明显相关，采用兼顾身心、疾病治疗与康复的综

合康复方法，以获得极好的治疗效果。 
因此，对于接受保守治疗的颈椎病患者来说，选

择有效可行的心理干预方法十分必要。本研究使用不

同的护理方式对比数据，得出结论。结果显示，观察

组患者临床疗效、护理满意度、SDS 评分、PSQI 评分

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间数据对比有显著差异（P＜
0.05），表明观察组使用焦点解决护理的效果优于对照

组。当患者将注意力集中在主动解决未来问题上时，

患者就会朝着期望的方向改变；当思想的重心放在对

问题的解释上时，很容易陷入抱怨和无助的情绪。以

焦点解决方案为中心的护理采用“以解决方案为导向”

的主动思维方式，在利用患者自身资源和利益的同时，

工作重点放在与患者一起构建护理方式上，实现患者

期望的目标，以增加患者的自信心[9-10]。同时，护士将

帮助提高患者的适应能力和从消极情绪中恢复，激发

行为、参与和承诺。焦点解决护理以患者为基础，让

患者表达自己的情绪，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优势、资

源和潜力，改善情绪自我管理，适应现有生活方式和

改善不良心理状态，然后，积极与护士一起制定合理

的目标和措施。 
总之，使用本研究方法进行护理，大大增强了临

床护理效果，提高了睡眠质量，发挥了优良的临床应

用效果，因此它具有重要的推广价值和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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