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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干预对寻常型银屑病患者的应用效果及心理护理干预对寻常型银屑病患者的应用效果及 SDSSDS
评分、评分、SASSAS 评分影响评价评分影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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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分析对寻常型银屑病患者实施心理护理干预的临床效果和应用价值。方法：选择我院于 2022.2-
2023.2 内就诊的 60 例寻常型银屑病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30 例，常规护理）和实验组（30 例，心理护理干预），收集

分析护理效果。结果：实验组 SAS 和 SDS 评分显著降低，生活质量更高，护理满意度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心理护理干预可以有效缓解寻常型银屑病患者负性情绪，提高生活质量，提高护理满意度，有较高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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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环境的变化，银屑病发病

人数逐年增加，发病率呈上升趋势。银屑病作为较为常见

的慢性皮肤病，无法根治，常反复发作，部分患者为终身

性疾病，多发于青壮年群体，患者主要表现为不同程度的

鳞屑及浸润红斑皮肤，根据皮肤变化情况可分为寻常型银

屑病、红皮病性银屑病、关节病型银屑病、脓疱型银屑病

等 [1]。寻常型银屑病发病率相对较高，临床主要通过药物

缓解症状控制病情，目前暂无根治方法，治疗难度较大，

容易反复，对患者日常生活和身心健康造成较大不良影响，

易引发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减少患者依从性，不利于恢复，

影响生活质量 [2]。本研究针对寻常型银屑病患者实施心理

护理干预的临床效果进行探讨。

11 对象与方法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我院 2022.2-2023.2 内就诊的 60 例寻常型银屑病

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30 例，男 17 例，女 13 例，平均

36.54±5.21 岁）和实验组（30 例，男 16 例，女 14 例，平

均 36.41±5.17岁）。两组一般资料无统计学意义（P＞ 0.05），
所有患者都是自主选择自愿参与到本次研究当中。

1.2 方法

对照组使用常规护理的方式对患者进行护理，包括生

命体征监测、用药指导等。注意患者皮肤清洁，洗澡时避

免水温过高、过低，提高更换内衣的频率，定期更换床单

被褥等，保持干净整洁，定时开窗通风，做好杀菌消毒工作。

根据患者情况和个人喜好制定相应的饮食方案，引导多食

用新鲜果蔬，避免食用咖啡、辣椒等刺激性食物，减少对

高脂食物的摄入。适当运动，避免与人群接触造成交叉感染，

注意防风保暖，增强体质。

实验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对患者使用心理护理干预

的方式进行护理，具体实施方法如下：

对患者进行心理状况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制定更有针

对性更适合的护理干预方案。注意观察情绪变化情况，及

时进行安抚，积极主动进行沟通交流，了解患者负性情绪

来源，例如担心治疗费用、担心治疗效果等，根据患者实

际情况进行相应的心理疏导。

如果患者缺乏银屑病相关专业知识导致负性情绪的产

生，通过沟通交流了解患者的理解能力和知识水平，通过

一对一交流、讲座、视频协助讲解等方式对患者及家属进

行健康宣教，讲解银屑病、治疗等相关知识，引导建立对

疾病的正确认知，告知过往成功案例，讲解按时按量用药

对治疗和恢复的重要作用以及必要性，减少对未知的不安，

缓解负性情绪，提升治疗信心，提升依从性。如果患者发

病后缺乏安全感，感到孤独，引导家属多关心爱护患者，

增加陪伴时间，为患者提供心理支撑。主动与患者交流，

多鼓励安慰患者，让其感受到被关心与尊重，建立更加和

谐互相信任的护患关系。如患者因自身症状出现自卑等心

理，可指导患者进行优质皮肤护理改善皮肤状态，增强恢

复信心。

根据患者个人喜好进行音乐或者电视的播放，转移对

方注意力，以缓解负性情绪。增加活动，鼓励患者之间加

强沟通交流，互相交流治疗和恢复经验，感同身受之下有

助于提升信任和依从性，减少焦虑抑郁等情绪。如患者存

在难以排解的情绪，可通过设立专业的心理咨询室由心理

治疗师进行心理疏导。

1.3 疗效标准

通过 SDS、SAS 焦虑抑郁评分量表对两组患者的焦虑

抑郁情况进行数据搜集和分析。通过院内自制的护理满意

度评分量表对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进行数据收集和分析。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的所有数据均纳入 SPSS23.0 软件中进行比较

分析，对于计数资料和计量资料的检验，分别用 x2 和 t进行，

分别用百分占比（%）和（平均数±标准差）表示，若（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2 结果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 SAS 和 SDS 对比

实验组患者护理前的 SAS 和 SDS 评分分别是 ±、±，
对照组患者护理前的 SAS 和 SDS 评分分别是 ±、±。实验

组患者护理完成后的 SAS 和 SDS 评分分别是 34.28±5.03
和 35.36±4.58，对照组患者护理完成后的 SAS 和 SDS 评分

分别是 44.74±5.91 和 45.71±5.33。两组患者护理后 SAS 评

分 t=8.921，P=0.001；两组患者护理后 SDS 评分 t=9.766，
P=0.001。根据数据结果分析可知，护理后实验组的 SAS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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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S 评分显著降低，并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 SAS 和 SDS 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SAS 护理前 SDS 护理后 SAS 护理后 SDS
实验组 30 50.21±4.31 51.24±4.28 31.47±4.67 31.68±4.59
对照组 30 50.36±4.25 51.33±4.17 42.39±4.81 43.51±4.79

t - 0.135 0.082 8.921 9.766
P - 0.892 0.934 0.001 0.001

2.2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对比

护理后实验组患者角色功能、情绪功能、认知功能、

社会功能、躯体功能评分分别是 81.53±5.52、80.65±5.26、
81.76±5.23、80.52±4.35、82.26±5.72， 生 活 质 量 总 评 分

82.01±5.28，对照组患者患者角色功能、情绪功能、认知功能、

社会功能、躯体功能评分分别是 70.36±6.22、71.26±5.36、
71.23±5.79、70.72±5.26、72.53±5.67， 生 活 质 量 总 评 分

71.06±5.49。两组患者生活质量总评分 t=7.878，P=0.001。
根据数据结果分析可知，实验组的生活质量评分显著更高，

并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2.3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

实验组患者护理后的护理满意度 90.21±4.89，对照组

患者护理后的护理满意度 80.14±5.07。两组患者护理满意

度评分 t=7.830，P=0.001。根据数据结果分析可知，护理后

实验组的护理满意度评分更高，并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33 讨论讨论

寻常型银屑病发病因素较为复杂多变，遗传、精神压

力、生活习惯等都可能导致发病概率增加，患者主要表现

为四肢、躯干、面部皮肤出现病理性改变，多为急性发病，

出现便捷清晰不同大小的红斑，表面覆盖银白色鳞屑，刮

除后留有出血点和淡红色透明薄膜，影响美观度 [3]。患者

容易出现自卑、抑郁等负性情绪，感觉神经经进行神经肽

及 P 物质释放可加剧病情进一步发展，不利于恢复 [4]。常

规护理模式主要针对患者症状、用药进行护理干预，针对

化作讷河心理状况和情绪变化的关注度不足。实施心理护

理干预，由资深护理人员通过沟通对患者心理状况进行评

估，制定相应的护理方案，更加人性化、有针对性、科学性。

对不了解疾病的患者进行知识讲解，引导建立对疾病和治

疗的正确认知，引导家属多关系陪伴患者以缓解孤独感，

增加安全感。通过过往成功案例以及患者间的沟通交流，

提升恢复信心，减轻自卑心理。播放电视音乐、指导进行

放松训练，转移患者注意力，提升情绪自我调节能力。针

对负性情绪较为严重的患者进行专业的心理疏导。根据实

际情况提供不同方式的护理措施，从多方面对患者心理状

况进行干预，以提升信心，缓解负性情绪，提升生活质量，

增强与他人接触的欲望，减少逃避、自卑心理 [5]。本研究

结果显示，实验组 SAS 和 SDS 评分显著降低，生活质量更

高，护理满意度更高。心理护理干预可以有效缓解寻常型

银屑病患者负性情绪，提高生活质量，提高护理满意度，

有较高应用价值。

综上所述，寻常型银屑病患者实施心理护理干预的临

床效果良好。有一定现实意义，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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