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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后抑郁是现阶段脑血管疾病当中比较常见的

并发症之一，因为患者发生脑卒中之后会出现不同程度

的肢体功能障碍，包括肢体行动不灵活、口歪眼斜、手

脚麻痹等情况，很多患者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

不愿与人沟通，情绪不稳定等都是常见的现象，很多严

重的抑郁患者还会出现抵触治疗，不积极配合康复训练

的情况 [1-2]。脑卒中后抑郁的发生，对患者的治疗和康复

都有非常多的不良影响，会导致患者病情不断的发展和

恶化，心理以及身体健康水平逐渐下降。针对此类患者

进行积极的心理疏导护理，纠正患者的错误想法，帮助

其缓解负性情绪是关键 [3]。心理疏导护理根据患者的不

同症状表现以及抑郁的严重程度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护

理干预，帮助患者正确的认识自身的疾病，改变患者的

错误想法，促使其以积极的心态接受康复训练，给予患

者充分的鼓励和支持，帮助其树立治疗的信心，以改善

患者的生活质量 [4-5]。本研究针对我院收治的脑卒中后抑

郁患者采用心理疏导护理，并分析其应用效果，具体报

道如下。

1.一般资料和治疗方法

1.1 一般资料

一般资料对比 P ＞ 0.05。所有受检者均自愿加入研

究，且院伦理委员会批准，符合脑卒中后抑郁诊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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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其他脏器重大疾病、沟通障碍、传染性疾病等患者。

表1　一般资料（x±s）

组别 年龄（岁） 身高（cm） 体重（kg）
脑血管病程

（年）

实验组

（n=50）

55.86±

8.54

165.23±

14.01

65.40±

13.30

5.44±

2.59

对照组

（n=50）

55.65±

8.36

165.37±

14.12

65.57±

13.53

5.63±

2.40

t 值 0.1243 0.0498 0.0634 0.3805

P 值 0.9014 0.9604 0.9496 0.7044

1.2 治疗方法

1.2.1 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护理干预，监测患者的各

项生命体征，帮助其进行生活、饮食以及用药等方面的

健康指导，辅助患者进行功能康复训练等。

1.2.2 实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心理疏导护理，

具体为：（1）护理人员积极与患者沟通，采用轻松、温

和的语言与患者进行交流，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主动

为患者营造一个温馨的住院氛围，了解患者对住院环境

的要求，对于患者提出的合理建议进行适当的调整，根

据患者的年龄选择更加适合的称呼，给予患者充分的尊

重，使患者对护理人员更加信任。（2）对患者的不良情

绪进行评估，为其制定有针对性的心理护理干预方案，

在与患者交流的过程中，注意患者的面部表情以及语气

变化，鼓励患者张口说话，将自身的负性情绪表达出

来，并引导患者正确的宣泄不良情绪。（3）将患者的训

练计划详细的分成每天的小目标，并帮助患者按照康复

训练计划完成当天的训练目标，对患者做出的努力给予

充分的肯定和鼓励，并引导患者充分的感受自身身体机

能的变化，使患者充分的体会到积极进行康复训练可以

获得的良好效果，提高患者的康复训练积极性。（3）给

予患者一对一的健康指导，为患者采用视频、PPT、图

文宣传手册等形式展开健康教育，通过视频让患者先了

解大方向的疾病相关信息以及康复训练的主要内容，再

通过 PPT 的形式为患者讲解每一项健康知识中的详细内

容，使患者能够更加直观且深入的明白疾病的发生以及

治疗和康复情况。完成健康指导后，为患者发放图文结

合的宣传手册，方便患者随时查看。对患者出现的疑

问，护理人员要详细进行解答，并不要采用专业术语，

整个健康教育的过程中，护理人员要保持温和的语气，

面带微笑，不要让患者有紧张和拘束感，鼓励患者将内

心的疑问讲出来。

1.3 观察指标

（1） 对 比 心 理 状 态。（2） 对 比 康 复 训 练 依 从 性。

（3）对比生活质量。（4）对比护理满意度。

1.4 统计学分析

用 SPSS 22.0 软 件 进 行 对 数 据 的 统 计 和 整 理， 计

量资料用（x±s）来表示，计数资料运用卡方来检验，

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对比心理状态

实验组优于对照组，P ＜ 0.05。（见表 2）

2.2 对比康复训练依从性

实验组高于对照组，P ＜ 0.05。（见表 3）

2.3 对比生活质量

实验组高于对照组，P ＜ 0.05。（见表 4）

2.4 对比护理满意度

实验组高于对照组，P ＜ 0.05。（见表 5）

3.讨论

脑卒中后抑郁患者经常会存在比较严重的消极心

理，并且患者的情绪调节能力相对较低，经常会出现

自我否定、对康复训练以及治疗等失去耐心，同时会出

现不同程度的错误认知，使负面情绪更加严重 [6]。心理

表2　对比心理状态（x±s/分）

组别
SAS

t P
SDS

t P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实验组（n=50） 56.68±4.30 42.13±5.52 14.7037 0.0000 58.76±5.85 45.29±3.15 14.3355 0.0000

对照组（n=50） 56.40±4.13 45.85±4.06 12.8811 0.0000 58.38±5.62 48.09±5.12 9.5706 0.0000

t 0.3321 3.8388 - - 0.3312 3.2936 - -

P 0.7405 0.0002 - - 0.7412 0.0014 - -

表3　对比康复训练依从性（n/%）

组别 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 不依从 总依从度

实验组（n=50） 32/50（64.00％） 15/50（30.00％） 3/50（6.00％） 47/50（64.00％）

对照组（n=50） 22/50（44.00％） 18/50（36.00％） 10/50（20.00％） 40/50（80.00％）

X2 - - - 4.3324

P - - - 0.0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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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导护理是现阶段临床医学发展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方

向，该护理方式的应用能够通过与患者建立和谐的护患

关系，获得患者的信任，使患者愿意将内心的真实想法

讲出来，以便患者对其进行正确的评估和判断，为患者

制定有针对性的心理疏导方案，通过不同患者的实际情

况，帮助其正确的将情绪宣泄出来，并指导患者正确的

控制自身情绪的发展，使患者以良好的心态接受康复治

疗。同时在患者康复训练当中所取得一定的进步之后，

要让患者充分的感受到通过自身努力所获得的成就感，

能够促使患者的依从性提升 [7-8]。正确的健康教育可以

帮助患者更加深入的了解疾病的相关信息以及康复训练

的重要性，同时也可以帮助患者纠正其错误想法，避免

患者错误的认知导致其出现不良情绪。提高患者的心理

健康水平，减少其负性情绪的发生，能够促使患者更加

高效且认真的配合康复训练，从而起到改善自身机体功

能障碍的作用，帮助患者尽早恢复活动能力，提高其

生活质量 [9-10]。实验组心理状态、生活水平改善优于对

照组，康复训练依从性以及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

＜ 0.05。

综上所述，心理疏导护理能够使脑卒中后抑郁患者

的情绪保持稳定，缓解患者的不良心态，使其心理健康

水平提升，保持良好的康复训练心态，进而促进机体各

功能的恢复，提高其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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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对比生活质量（x±s/分）

组别
物质生活

t P
躯体健康

t P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实验组（n=50） 76.37±8.73 85.70±6.46 6.0747 0.0000 75.48±6.21 84.13±6.49 6.8094 0.0000

对照组（n=50） 76.14±8.86 82.57±8.92 3.6164 0.0005 75.90±5.83 80.67±8.25 3.3388 0.0012

t 0.1308 2.0096 - - 0.3487 2.3308 - -

P 0.8962 0.0472 - - 0.7281 0.0218 - -

续表4　对比生活质量（x±s/分）

组别
心理健康

t P
社会功能

t P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实验组（n=50） 77.56±8.47 88.29±5.34 7.5775 0.0000 78.86±6.52 86.61±5.16 6.5907 0.0000

对照组（n=50） 77.93±8.88 84.17±6.29 4.0547 0.0001 79.16±6.18 83.18±6.40 3.1951 0.0019

t 0.2132 3.5308 - - 0.2361 2.9502 - -

P 0.8316 0.0006 - - 0.8138 0.0040 - -

表5　对比护理满意度（n/%；例）

组别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实验组

（n=50）

36/50

（62.00%）

13/50

（26.00%）

1/50

（2.00%）

49/50

（98.00%）

对照组

（n=50）

28/50

（56.00%）

15/50

（30.00%）

7/50

（14.00%）

43/50

（86.00%）

x2 值 - - - 4.8913

P 值 - - - 0.02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