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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癬神经性皮炎与牛皮 相似，是一种慢性皮肤炎症，以皮肤苔

藓化与阵发性瘙痒为疾病特征，病因尚未明确，但与精神因素、长
期搔抓等密切相关，因此，本文选择了我院收治的 100 例神经性
皮炎患者作为本次研究活动的观察对象，分组探讨了将常规护理
与心理护理+健康教育应用在神经性皮炎治疗过程中对患者治疗
效果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需选取 2018 年 1 月 ~2018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 100 例神经性皮

炎患者作为本次研究活动的观察对象，并遵循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对照组(50 例)与实验组(50 例)。对照组:男性22 例，女性 28 例，年
龄 26-78 岁，平均年龄(54.3 土 6.4)岁，病程 3.6-21.7 年，平均病
程(13.2 土 4.4)年;实验组:男性 24 例，女性 26 例，年龄 27-79 岁，
平均年龄(56.4 土 5.6)岁，病程 3.4-20.5 年，平均病程(12.8 土 4.5)
年。纳入标准:①两组患者参照的诊断标准是《临床疾病诊断依据
治愈好转标准》四;②全部患者均知情本研究，并表示愿意参与
研究活动;排除标准:①不配合研究者;②精神障碍者。对照组与实
验组患者在一般资料方面的差异 并不显著，P>0.05，能够分组
研究。

1.2 方法
需给予对照组患者常规护理:实时监测病情发展、保持舒适的

病房环境、给予患者饮食建议等。在此基础上，实验组患者需强
化心理护理与健康教育:①基础护理:叮嘱患者穿棉质衣物，保持床
铺清洁，保持良好生活习惯，每日更换内衣裤;告知患者戒烟酒，
切勿使用热水烫洗，也不宜使用肥皂等强刺激洗护用品;若是瘙痒
严重，可用棉签或指腹点按皮肤，睡前应戴手套，避免夜间搔抓
导致症状加重或是出现皮肤感染;②心理护理:在患者人院后，积极
的与患者进行高质量沟通与交流，了解患者情绪变化，掌握患者
心理状态，结合患者心理应激程度与特征，制定个性化心理疏导
方案，据此展开后续护理工作，如护理人员可以指导患者正确情
绪发泄方法，转移患者注意力，使其调整心态，面对病人角色，接
受专业化治疗;也可以鼓励患者表达瘙痒或是不适感，以便医护人
员依据其病情程度采取对症处理;还可以帮助患者培养兴趣爱好，
借此分散注意力，若是患者无特别爱好，可以借助营造病房氛围
(提供扑克牌、象棋等娱乐活动)、鼓励同病房患者沟通等方法，激
发患者兴趣;亦可以督促患者保持规律作息时间，白天避免久卧，
夜间按时休息，睡前温水泡脚，通过倾听舒缓音乐放松心绪，尽
早人眠，改善失眠质量;③健康教育:通过发放知识手册、举办健康
讲座等，为患者讲解此病病因、护理措施、用药方法、用药注意
事项、治疗机制、治疗作用与意义等，增强患者治疗依从性，谨
遵医嘱配合治疗。

1.3 观察指标
本次研究活动的观察指标为临床效果，分为:无效:患者症状无

减轻或是病情加重，且皮损消退小于 30%;有效:患者症状有所减
轻，并且皮损消退幅度为 30%-80%;痊愈:患者症状全部消失，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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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强化健康教育与心理护理)，比较两组的临床效果。结果:分组干预后，实验组的总有效率为94.0％，而对照组的总有效率为72.0％，P

<0.05。结论:在神经性皮炎治疗过程中强化心理护理与健康教育，可以增强治疗效果，所以应当推广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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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皮损消退或是有部分色素沉.着，其中总有效率=(有效+痊愈)/
总例数 x 100% 日。

1.4 统计学方法
需采用SPSS23.0统计学软件对本次研究活动中产生的观察数

据进行分析与处理，其中临床效果的数据表示方法是 n/%，并行

检验，参考标准以 P<0.05 为准。

2  结果
比对数据后可以发现，分组干预后，实验组的总有效率.为

94.0%，而对照组的总有效率为 72.0%，P<0.05(见表 1)。
表1     临床效果对比（%）

3  讨论
本次研究表明，在治疗神经性皮炎的过程中，需要在实施常

规护理的基础上，进 - 步强化健康教育与心理护理，主要表现在
对实验组患者强化健康教育与心理护理后，实验组的治疗总有效
率达到了94.0%，远远大于对照组(72.0%)，P<0.05。究其原因，通
过心理护理可以让患者尽快进人病人角色，适应住院环境，树立
治愈信心;通过健康教育，能够增强患者健康理念网，提升自我管
理能力，文明生活、科学生活，自觉.自发的配合治疗工作。

综上所述，基于心理护理和健康教育对于增强神经性皮炎治
疗效果大有裨益，所以可以推广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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