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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心理学理论在抑郁症康复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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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抑郁症康复护理中采取积极心理学理论的效果。方法：选取 2018 年 8 月至 2019 年 11 月收治的抑郁症患者 58 例，随机
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29 例，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给予积极心理学理论护理，对比效果。结果：经过 28 天的护理，观察组 HAMD
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对照组 HEIQ 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通过积极心理学理论护理的实施，抑郁症康复患者的抑郁情绪得到
显著改善，值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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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为临床常见疾病，以活动能力降低、精力减退、情绪低

落、丧失兴趣感、丧失幸福感等为显著症状。积极心理学为一场心
理学运动，其提倡人类需保持积极心态解读心理问题和心理现象，
从而对人类潜在或固有的积极力量和品质进行激发。而临床上积极
心理学疗法则是对积极心理学原理进行临床应用的方法，旨在使幸
福感提升。所以，本研究利用积极心理学理论护理抑郁症康复患者，
获得良好效果，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58 例抑郁症患者(样本采集时间：2018 年 8 月至 2019 年 11)，
随机分为观察组 29 例，男 15 例，女 14 例，年龄 25~43 岁，平均
年龄(32.03±1.52)岁；对照组 29 例，男 16 例，女 13 例，年龄 26~45
岁，平均年龄(31.18±1.49)岁，两组一般资料对比无统计学意义
(P>0.05)。 
1.2 方法 

对照组：常规护理。观察组：积极心理学理论护理，包括：负
责此次的 2 名中级职称以上的精神科护理人员需经心理咨询知识和
积极心理学理论知识培训后上岗。护理人员积极同患者交流，按照
症状自评量表(SCL-90)对患者心理状况进行测定，进而制定出积极
的心理护理措施。干预形式是小组团队辅导，用时 28 天。护理前，
护理人员为家属和患者介绍干预的目的和作用，得到其配合和支
持。具体为：1~7 天：利用角色扮演和讲座的方式使患者对于自我
有全面的了解，提升信心，感悟生命，懂得珍惜自我价值和生命。
8~14 天，利用减压操和讲座的方式让其知晓压力的来源和大小，学
会减压的积极方式。15~21 天，利用幸福拼图、阅读正能量心理书
籍、讲座等方式，教会患者体位和发现自己得到的快乐和幸福，学
会幸福感提升的技巧。22~28 天，利用游戏活动、讨论、致未来自
己的书信的方式，教会患者对未来进行规划，建立积极面对未来的
希望和信心。 
1.3 观察指标 

①负面情绪：根据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对患者抑郁情况
进行评价，分数越高表示抑郁情况越严重。 

②幸福进取程度和积极心理品质：根据幸福进取者问卷(HEIQ)[2]

进行评价，包括 6 个维度，即学习成长、人际关系、克服困难、目
标管理、自我肯定、幸福感，利用 1~5 级评分，分数越高表示其积

极心理品质和幸福进取程度越高。 
1.4 统计学处理  

SPSS18.0 分析数据，计量用（`x±s）表示，行 t 检验，P＜0.05
统计学成立。 
2 结果 

干预前，两组 HAMD、HEIQ 评分对比无统计学意义(P>0.05)；
干预后，两组评分对比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HAMD、HEIQ 评分[（`x±s）分] 

HEIQ HAMD 分组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29 3.65±0.63 4.22±0.55 22.13±3.50 9.85±2.27 
对照组 29 6.63±0.61 3.65±0.57 22.02±3.43 14.35±2.90 

t 值  0.524 6.825 0.724 6.354 
P 值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积极心理学理论护理作为常见的护理方式，可使人们建立乐观

的人格特点，对于生活中的压力更能积极面对；同时可使患者主观
幸福感得到提升，建立希望和信心，调动其潜能。 

本研究结果中，干预后，观察组 HAMD 评分低于对照组，表
示患者抑郁情况改善情况优于常规护理；同时观察组 HEIQ 高于对
照组，说明观察组积极心里健康和幸福进取感明显优于常规护理。
分析原因为：本文利用积极心理学特点，旨在提升患者积极心里健
康。利用小组团队干预的方式，使患者幸福进取感提升，让其积极
面对未来，并且存在积极情绪的人，其对于医护人员建议接受度更
高，更加积极配合治疗和护理 工作，进而缩短康复进度[3]。 

总而言之，通过对抑郁症患者实施积极心理学理论护理效果确
切，可有效减轻抑郁情况，提升幸福进取度，应用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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