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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干预对焦虑症患者睡眠质量的影响

张开静

重庆市璧山区人民医院 重庆 402760

【摘 要】：目的是对焦虑症患者开展心理护理过程中 ，解析对其睡眠质量产 生的影响。 在某医院治疗的焦虑症患者
一 共有 84名，将这些 患者作 为 此次探究目标，随机将其分为 护理组和常规组，每个 小组人 员有 42名，常规组患者开
展常规护理干预，而护理组患者开展的是常规护理和心理护理相结合的一 种模式，对护理组和常规组患者的睡眠质量、
焦虑情况和护理满意度进行对比。 最终获得的结果对比护理组患者在睡眠时间、障碍和白天功能等各方面评分，这些
评分都要比常规组高，两 组之 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对于 护理组而言，这些 患者的焦虑以 及抑郁评分都要
比常规组低；同时其护理满意率达到了 95.24%，其满意度明显要比常规组的满意度高，两 组之 间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P<0.05）。 结论是对焦虑症患者开展心理护理干预之 后能够更好将其睡眠质量提高，这项干预措施具有较高应
用价 值，对患者的病症改善有着积极推动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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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Psychological Care Intervention on Sleep Quality in Patients with Anxiety Disorders
Kaijing Zhang

Chongqing Bishan District People's Hospital Chongqing 402760
Abstract: The purpose is to analyze the impact on the sleep quality in the process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for anxiety patients. In a
hospital treatment of anxiety patients with a total of 84, these patients as the inquiry target, randomly divided into nursing group and
routine group, each team has 42, routine group of patients with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nursing group patients is a model of
combining routine nursing and psychological nursing and routine patients' sleep quality, anxiety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The final
results were compared with their scores in sleep time, impairment and daytime function, which were higher than the conventional
group, with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For the nursing group, these patient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ores were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ventional group; and their nursing satisfaction rate reached 95.24%,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ventional group. The comparativ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ignificant(P<0.05). The
conclusion is that the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for anxiety disorder patients can better improve their sleep quality, which has
high application value and actively promotes the improvement of patients' symptoms.
Keywords: Anxiety;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Sleep quality

焦虑症作 为 一 种心理疾病，在临 床上 很多都会将这种
病症分为 急性以 及慢性焦虑症，通常而言，很多焦虑症患
者经常会出现失眠症状，对其造成很大困扰，很多都表现
为 噩梦多，睡觉过程中 被惊醒，很难入睡等，长期如此一
定会对焦虑症患者的精神情况造成不 利影响，导致很多焦
虑症患者出现精神状态不 佳的情况，从 而加大其病情治疗
难度，这是目前临 床重点关注的病症，所以 对焦虑患者进
行治疗过程中 ，其重点主 要集中 在睡眠质量方面的改善。
因此此次探究中 专 门针对焦虑症患者开展日常护理过程
中 运用心理护理干预探讨，这些 患者睡眠改善情况以 及焦
虑情绪状况、护理满意度等。

1 基本资料和护理干预

1 .1 基本资料
选择在医院进行治疗的焦虑症患者 84名作 为 此次探

究目标，采用随机方法将这些 患者分为 护理组和常规组，

每小组人 员有 42名。 护理组焦虑患者当中 男性和女性比
例分别是 20 :22。 这些 患者的年龄在 21-47岁，平均年龄
在（28.74± 3.47）岁，焦虑症患者治疗的最短时间有三 个
月，最长时间达到四年，平均病程在（1.41± 0 .45）年；
在常规组当中 的焦虑症患者中 ，男性和女性的比例在
21:21，这些 患者年龄在 19-47岁，平均年龄达到（28.63
± 3.51）岁，这个 小组中 的焦虑症患者最短的病例在四个
月，最长的病程在四年，平均在（1.26± 0 .51）年。 对以
上 两 组焦虑症患者基本资料进行对比分析，其没有统计学
意义 ，P>0 .0 5，这两 组之 间具有可比性。

1.2护理干预
常规组焦虑症患者开展的是常规护理干预，在焦虑症

患者进行住院过程中 ，委派专 业 护理人 员监督其休息和服
药，确保患者有足够的睡眠时间；与 此同时，要求患者每
日摄入的蛋白质和维生素含量一 定要达到人 体所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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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其人 体机能不 受到精神情况影响。
对护理组焦虑症患者进行护理过程中 是以 常规护理

干预结合心理护理干预为 前提。焦虑症患者都会伴随恐惧
心理，因此对其心理方面进行护理时，护理人 员要保证患
者在住院之 后及时对医院环境进行了 解，减少患者在住院
过程中 因为 环境因素影响而产 生严 重的恐惧心理，从 而抗
拒配合治疗和护理，这样就会加大患者病情；在此阶段中
要求护理人 员向患者阐述医院环境时，还要对患者的情绪
变化进行观察，如果患者出现恐惧情绪，要采用分散注意
力的方法，减轻其恐惧心理，这样更有利于 患者在住院之
后跟护士构建良好沟通关系，而且 护士还可以 对患者开展
健康教育护理，这是由于 焦虑症患者由于 受到病症因素影
响，很多都会出现精神状态不 佳以 及心理健康情况非常差
的问题，因此要求护士对这方面提高重视，积极主 动跟患
者之 间进行沟通交 流，了 解其病情，同时还要告诉患者相
关病症知识以 及治疗费用和治疗过程中 需要注意的事 项
等；只有确保焦虑症在了 解这些 基础的情况下 ，使其能够
更好配合治疗和护理工作 ，并且 还能全面掌握和把控自身
情绪，这样能够更好对其焦虑症的治疗起到一 定积极作 用。
对这些 患者个 体情况进行护理过程中 还要给予 具体心理
护理干预，在全面了 解和沟通交 流的情况下 ，采用引导的
方法，使患者能够将自身的情绪以 及感受、心理变化情况
表现出来，护理人 员要耐心对患者所提出来的疑问进行解
答，告知患者要正确抒发自身感受和情绪，以 免患者控制
情绪而造成其病情越来越严 重。 另外，睡眠护理作 为 焦虑
症患者最关键的一 项护理内容之 一 ，为 了 更好确保焦虑症
患者的睡眠时间，在规定的范围内，要保持其病房环境安
全舒适。采用播放轻缓音乐 的方法对患者的情绪进行缓解，
病房内还可以 结合患者日常爱好摆放一 些 小物件 ，患者在
舒适的环境下 更有利于 治疗；另外一 方面，在日常开展活
动过程中 ，尽可能减少患者接触电子设备，患者可以 看书
或者绘画等，平静内心情绪，缓解焦虑，多做运动，这样
更有利于 提高患者夜间睡眠质量。

1.3统计学
对此次探究中 的焦虑症患者产 生的数据进行总结，通

过运用SPSS24.0 软件 开展处理和解析工作 ，采用[n（%）]
代 表计数资料，计数资料包含护理总满意度指标，同时运
用 x2检验，计量资料可以 运用（ sx  ）代 表其中 包含睡
眠质量以 及焦虑评分等各项指标，采用 t检验，两 组之 间
的指标数据可以 用 P< 0 .0 5 代 表具有研究价 值，如果运用
P>0 .0 5 代 表，则没有研究意义 。

2 结果

2.1 比较护理组和常规组睡眠质量评分结果
如表 1，对比护理组和常规组睡眠质量评分结果，其

护理组的睡眠和入睡时间、白天功能等评分都要比常规组
高，两 组之 间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 .0 5）。

表 1 比较护理组和常规组睡眠质量评分结果

[（ sx  ），分]
组别 n 睡眠时

间
睡眠障
碍

入睡时
间

白天功
能

护理组 42 1 .0 2±
0 .13

1 .0 6±
0 .18

1 .14±
0 .24

0 .73±
0 .21

常规组 42 2.57±
0 .0 7

2.32±
0 .1 0

2.63±
0 .26

2.70 ±
0 .14

t 34.0 31 26.612 23.166 33.440

p < 0 .0 0 1 < 0 .0 0 1 < 0 .0 0 1 < 0 .0 0 1

2.2护理组和常规组患者焦虑和抑郁评分结果对比
从 表 2中 可以 看出，护理组的焦虑和抑郁评分都要比

常规组低，两 组之 间的评分差异性很大，而且 具有统计学
意义 （P< 0 .0 5）。

表 2 护理组和常规组患者焦虑和抑郁评分结果对比
[（ sx  ），分]

组别 n 焦虑评分 抑郁评分

护理
组

42 29.41± 0 .21 30 .52± 0 .27

常规
组

42 38.45± 0 .62 42.76± 0 .53

t 95.142

p < 0 .0 0 1

2.3比较护理组和常规组护理总满意度结果
从 表 3可以 看出，护理组焦虑症患者的护理总满意度

95.24%要比常规组总满意度高，其统计学的对比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表 3 比较护理组和常规组护理总满意度结果[n （%）]
组
别

n
非常
满意

一 般
满意

不 满意
总满
意率

护
理
组

42
23

(54.76)
17

(40 .47)
2

(4.76)
40

(95.24)

常
规
组

42
13

（30 .95）
20

（47.68）
9

（21 .43）
33

（78.57）

X 2 4.267
p 0 .0 36

3 讨论

现阶段，临 床上 对焦虑症患者进行治疗过程中 通常都
是以 药物为 主 ，这也 是首先选择的治疗方法，从 分析可以
得出，因为 心理情况会对患者治疗后效果造成很大影响，
所以 对患者进行药物治疗过程中 ，护理人 员需要对患者实
际情况进行全面了 解，为 其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心理护理干
预措施能够更好地患者出现的不 良情绪进行疏导，缓解其
临 床症状，使患者预后得到有效改善。 从 有关文献报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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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可以 看出，心理引导作 为 心理护理干预的重要前提条件 ，
基于 此，为 焦虑患者开展心理方面的干预，宣传引导和应
急处理措施等，能够更好地患者的心理给予 一 定支持，对
患者出现的压抑以 及消极形式进行缓解，保证其心情保持
平和，对患者的护理质量能够进行有效改善，从 而将其整
体治疗效果提高。

焦虑症作 为 一 种神经类病症，这是一 种经常出现并且
多发性的病症，这种病症主 要体现为 过于 担心，并没有明
确目标，神经性功能失调或者出现坐立不 安、尿频等症状，
其次，如果患者的焦虑情况和客观实际情况之 间有很大的
差异或者维持很长时间，在此期间就可以 判断患者是一 种
病理性的焦虑症，跟生理性的焦虑症进行对比，这种病症
治疗起来难度很大。现阶段临 床方面并没有对这种病症的
实际病因有全面了 解，通常都是将这种病症跟遗传因素、
不 良生活习 惯以 及患者自身身体疾病等方面存在很大关
联性，临 床方面则是对症状和病程进行诊断确诊之 后的焦
虑症患者一 般都是通过运用药物进行治疗，这些 人 员通常
服药的时间达到了 两 年左右。长时间以 来，这些 患者除了
要进行常规护理干预措施以 外，还要对患者的服药以 及睡
眠质量、时间和饮食等方面开展护理，在开展护理过程中
常常会将患者心理状态变化情况忽略掉，导致患者虽然长
时间服用药物，但是这种症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病症好
转的速度很慢，患者的病情也 没有得到缓解。 而随着目前
医疗科技水平的快速发展，护理理念也 随之 发生变化，心
理护理干预下 逐渐开始对患者恐惧心理的护理以 及健康
教育护理、特殊心理和睡眠质量方面开展护理，使患者在
对自身焦虑症状进行了 解的情况下 ，主 动进行配合治疗，
这样不 仅 可以 对患者恐惧心理进行消除，还能有效受到其

心理健康，其次，使患者的睡眠质量得到提高的情况下 ，
使患者能有很大精神面对和治疗疾病，有利于 患者早点走
出焦虑症所带来的影响。 从 以 上 研究结果中 可以 看出，护
理组焦虑症患者不 管是从 睡眠障碍，还是患者的入睡时间
以 及白天等方面都要比常规组高，而且 这个 小组的焦虑和
抑郁评分要比常规组低，由此可见，焦虑症患者在心理干
预的情况下 ，能更好对其睡眠质量进行改善，与 此同时还
能缓解其自身焦虑和抑郁等负面情绪；另外一 方面，护理
组的焦虑症患者护理中 满意度要比常规组总满意度高，因
此跟常规护理模式进行对比来说，开展心理护理干预。能
够更好将患者护理满意度提高，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 性和
护理水平，减少护士和患者之 间出现不 融洽的问题。

总之 ，对焦虑症患者开展心理护理干预过程中 ，能够
有效对其病症情况进行改善，确保患者有足够的睡眠时间
和质量，更有利于 患者快速康复，开展心理护理干预，更
加重视的是患者情绪方面改善，主 动积极的情绪也 是改善
这种病症的重要因素之 一 ，在一 定程度上 能够提高患者对
护理工作 的满意度，并且 有着非常高的临 床应用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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