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床护理进展                                                                              2022 年第 1 卷第 6 期
Journal of Advances in Clinical Nursing                                                           https://jacn.oajrc.org/ 

- 132 - 

针对性睡眠指导在抑郁症患者治疗中的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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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北京 

【摘要】目的 分析针对性睡眠指导在抑郁症患者中的护理效果。方法 选取 2020 年 2 月至 2022 年 3 月我院

收治抑郁症 60 例患者。基于不同的护理方式进行分组，其中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实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接受

针对性睡眠指导。患者出院时做好数据资料的统计，对比两组患者的睡眠状况、睡眠分期指数、情绪指标。结果 
实验组患者在睡眠指导干预后的睡眠状况、睡眠分期指数、情绪指标均显著优于常规组，P＜0.05。结论 针对性

睡眠指导可用于抑郁症患者，可以明显改善患者的睡眠质量，间接改善情绪状态，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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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on the effect of targeted sleep guidance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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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nursing effect of targeted sleep guidance 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Methods Selected 60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20 to March 2022. They were 
divided into groups based on different nursing methods.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care,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targeted sleep guidance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Data statistics were collected 
when the patients were discharged from the hospital, and the sleep status, sleep stage index and emotional index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sleep status, sleep stage index and emotional index of the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routine group after sleep guidance intervention, P<0.05. 
Conclusion Targeted sleep guidance can be used 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which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sleep 
quality of patients and indirectly improve their emotional state, which is worthy of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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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带有躯体症状、精神症状、认知功能减退、

思维延迟、心境低落等多种疾病症状，同时带有明显

的失眠症状。睡眠障碍会对患者的记忆、思维以及注

意力形成直接影响，长时间的失眠会导致患者的情绪

问题进一步加重，尤其是无法睡眠以及睡中容易惊醒，

所以睡眠障碍与抑郁症会形成相互影响表现，最终导

致恶性循环的形成[1,2]。目前来看，关于抑郁症的治疗

主要是基于药物方式为主，通过药物实现对患者情绪

状态的改善，但是整体治疗效果不理想，无法满足患

者的个体需求，特别是对于患者的心理情绪的改善作

用不明显，不利于患者的远期预后康复[3,4]。近些年有

研究认为，针对抑郁症患者可以从护理角度上提供支

持，借助积极有效的护理措施能够从生理、心理的角

度上提供支持，可以促使患者的睡眠质量得以改善，

从而有利于患者的长远预后水平[5,6]。睡眠障碍对抑郁

症患者的预后效果，本文以数据分析方式探讨抑郁症

接受不同护理对于预后情况的影响。相关研究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20 年 2 月到 2022 年 3 月我院收治的抑郁

症患者 60 例开展研究。60 例患者中接受针对性睡眠指

导的患者定义为实验组，其他患者为常规组。实验组

总共入选患者 30 例，男女分别 18 例、12 例，年龄

（57.51±3.60）岁；常规组总共入选患者 30 例，男女

分别 17 例、13 例，年龄（57.68±3.55）岁。一般资料

对比无统计学价值，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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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标准：基于《国际疾病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

相关标准被确诊为抑郁症；自愿接受本研究并主动配

合医护工作；临床资料完整。 
排除标准：存在明显的自杀倾向；存在精神分裂

或分裂型疾病症状；存在器质性失眠症状；属于药物

依赖性抑郁；存在脑器质性的精神障碍。 
1.2 方法 
（1）对照组  患者应用国际多导睡眠呼吸监测

PSG，焦虑及抑郁量表评估情绪指标。应用传统指导

措施，主要是提供用药指导，并做好家属教育促使其

主动做好对患者情绪状态的改善与维护。 
（1）实验组  实验组在对照组护理基础上应用针

对性睡眠指导，具体的方法以及内容如下：①心理指

导：在患者入院后详细进行沟通，宣传教育，为患者

主动结合抑郁症的疾病发生原因以及预后康复干预的

重要性。针对疾病认知不成熟或治疗方式存在疑惑情

绪的患者，可以提供近期案例强化其治疗信心，正确

的认知，从而主动配合治疗；②舒适环境：为患者提

供舒适的环境，同时尊重患者的个体睡眠习惯；③社

会活动：鼓励患者主动参与健身文化娱乐活动，构建

良好的生活习惯，积极培养运动习惯，强化自身的体

质。运动有利于维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同时也可以有

效缓解患者的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但是在运动方

面应当控制饮水，特别是规避睡前饮水过多而导致夜

间频繁夜尿而无法睡眠；④疾病知识：每天夜间睡眠

时间也就是夜间与白天睡眠时间应当控制在每天 7 至

8 小时，如果因为白天睡眠次数过多、睡眠时间较长，

则会直接影响夜间睡眠时间，从而导致失眠的发生。

对此，在睡眠指导期间应当提供相关指导教育，促使

患者有意识的调整睡眠方式，结合患者的个体需求调

整睡眠时间，构建正确的睡眠理念。 
1.3 观察指标 
对比项目包含睡眠状况、睡眠分期指数、情绪指

标。多导睡眠呼吸检测中的睡眠指数主要涉及到 REM
比例、快速眼动睡眠（N1）、浅睡眠（N2）、深睡眠

（N3）的占比。 
1.4 统计学方法 
研究基于 SPSS26.00 软件完成对比分析。数据对

比分析基于计数、计量方式进行检验。P＜0.05 表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睡眠状况对比 
在护理干预后实验组的睡眠状况明显优于常规

组，P＜0.05。详情见表 1。 
2.2 睡眠分期指数对比 
实验组患者在治疗后睡眠分期指数均优于常规

组，P＜0.05。详情见表 2。 
2.3 情绪指标对比 
实验组情绪量表的评定结果均显著优于常规组，P

＜0.05。详情见表 3。 
表 1 睡眠状况对比 

组别 
卧床时间（min） 睡眠总时间（min） 睡眠效率（%） 睡眠潜伏期（min） 清醒次数（次） 睡后清醒时间（min）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实验组

（n=30） 
554.34±34.51 495.24±28.41 341.24±28.51 39.61±30.24 62.24±1.20 80.21±1.33 39.61±2.55 32.24±2.11 18.84±1.30 12.21±1.61 29.34±2.61 18.41±3.69 

常规组

（n=30） 
555.61±35.24 521.30±30.24 342.61±27.44 372.51±26.24 61.24±1.81 73.14±1.50 38.524±2.61 36.24±2.88 19.34±1.31 14.24±1.02 29.46±3.30 23.41±3.51 

T 1.601 9.817 1.214 9.887 0.914 10.543 1.514 9.577 1.660 10.237 1.879 9.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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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睡眠分期指数对比 

组别 
REM 比例 N1 比例 N2 比例 N3 比例 

指导前 指导后 指导前 指导后 指导前 指导后 指导前 指导后 

实验组（n=30） 10.24±2.13 16.24±2.41 14.51±1.40 8.41±1.21 58.61±5.74 49.61±6.22 9.20±2.14 19.20±1.61 

常规组（n=30） 10.30±2.20 13.51±2.51 14.31±1.20 11.21±1.61 59.40±5.88 52.51±4.92 9.26±2.74 13.20±2.44 

T 1.891 9.615 1.201 9.668 0.298 9.857 0.969 9.887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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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情绪指标对比 

组别 
SAS 评分 SDS 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实验组（n=30） 77.13±4.82 28.20±4.03 76.79±5.46 32.00±6.10 

常规组（n=30） 69.20±10.61 59.23±9.82 68.98±6.11 53.44±6.22 

T 1.501 8.216 1.461 9.220 

P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抑郁症作为临床常见疾病，其附带的睡眠障碍形

态多样化，同时临床中主要是提供常规的睡眠护理，

没有针对具体的睡眠障碍类型做出针对性的干预，所

以无法帮助患者更好的改善睡眠障碍[7,8]。针对性睡眠

护理可以结合患者的抑郁症实际情况以及附带的具体

失眠形态，基于失眠、认知、行为治疗方法为核心，

针对性的提供护理干预，可以基于抑郁症药物治疗与

针对性睡眠指导干预进行结合的方式，突出展现多元

化的抑郁症治疗干预，从而达到更加明显的治疗干预

作用[9,10]。从护理经验与体会角度来看，在提供针对性

睡眠障碍护理期间，可以为患者提供心理、护患关系、

睡眠环境等多方面的护理支持，可以有效消除各种对

睡眠存在明显影响的刺激性因素，可以促使患者形成

良好的睡眠习惯并构建积极有效的睡眠状态，逐渐养

成良好的睡眠规律，从而达到睡眠障碍的逆转干预作

用[11,12]。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在睡眠指导干预后实验组的

睡眠状况明显优于常规组，P＜0.05。实验组患者在治

疗后睡眠分期指数均优于常规组，P＜0.05。实验组情

绪量表的评定结果均显著优于常规组，P＜0.05。研究

结果充分证明抑郁症患者在临床治疗期间接受针对性

睡眠护理不仅可以实现对患者睡眠进程与睡眠分期指

数的改善，还有利于对情绪状态形成正面影响，可以

有效提升患者的睡眠质量缓解抑郁情绪，从而提高患

者的生活质量以及疾病康复效率，可以作为常规护理

方式。 
综上所述，针对性睡眠指导可用于抑郁症患者，

能够明显改善患者的睡眠质量，间接改善情绪状态，

可以有效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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