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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对抑郁症患者睡眠障碍的护理效果

赵远静 李先来*

重庆市璧山区人民医院 重庆 402760

【摘 要】：针对抑郁症患者开展心理护理干预，将其睡眠障碍护理效果作 为 此次探究目标。 选择在医院进行治疗的
抑郁症患者 60名，随机将抑郁症患者分为 两 个 小组，在这些 患者中 有 30名患者属于 参照组，对抑郁症患者护理过程
中 并没有进行特殊护理，只是针对患者的饮食以 及开展常规治疗等。 其他 人 员则为 干预组，对这些 患者开展的是以 常
规护理为 基础，重点对患者的心理问题提高重视，由此进行心理护理干预。 此次探究最终获得的结果是干预组的治疗
配合概率要比参照组高；同时这个 小组患者出现焦虑和抑郁的情况同样要比参照组低；而护理质量要比参照组高。 对
抑郁症患者开展护理前，干预组和参照组匹兹堡睡眠质量量表评分分别为 （17.51± 1.11）分、（18.51± 1.55）分。 开
展护理干预后，干预组这项评分要比参照组低（P＜0.05），同时其评分也 发生改变。 患有抑郁症并且 睡眠存在问题的
患者干预期间，对患者开展常规护理干预的前提下 ，重点要对其心理问题提高重视，由此对患者开展心理护理干预有
着重要意义 ，能对患者出现的睡眠质量进行改善，患者在进行治疗过程中 加强其配合度，为 后期患者自身存在的病症
进行治疗提供保障，因此这项护理干预可以 在临 床上 得到大量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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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rry out nursing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for depression patients, and take the nursing effect of their sleep disturbance as
the goal of this exploration. Sixty depressed patients were treated in the hospital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Out of these
patients,30 patients belonged to the reference group. However, no special care was given in the care process of the depressed patients,
but only for the diet and routine treatment of the patients. Other personnel are the intervention group, and these patients are based on
routine care, focusing on the patients' psychological problems, and thus conducting the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final
result of the study is that the intervention group had les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than the reference group, and the quality of care was
higher than the reference group. Before nursing for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the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Scale was scored by(17.51±
1.11) and (18.51±1.55), respectively. After the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as lower rated than the reference group(P
＜0.05). The score was also changed.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nd sleep problems during intervention, under the premise of patients to
carry out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focus to pay attention to its psychological problems, thus to patients with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has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sleep quality, patients in the process of treatment, for the later patients own disease
treatment guarantee, so the nursing intervention can be used in clinical practice.
Keywords: Psychological care; Depression patients; Sleep disorders; Nursing effect

抑郁症作 为 经常遇到的一 种心理疾病之 一 ，患有这种
疾病的患者要第一 时间进行药物治疗，从 而对其病情情况
进行有效把控。而对患者开展治疗时，患有这种类型疾病
的患者会受到身边各项因素影响，比如附近人 员情绪和治
疗过程中 的环境等，再加上 治疗过程中 用到的药物自身就
有一 定特性等，这些 都会使患者在治疗过程中 发生并发症，
其中 经常出现的就是睡眠障碍。 从 临 床试验中 可以 看出，
如果抑郁症患者病情越来越严 重，其心理障碍也 会加大，
而且 会造成整个 治疗效果受到不 利影响。再加上 部分患者
在患病过程中 常常会有心悸和气促等情况，造成一 些 患者
和家属觉得药物方面产 生作 用，私自停止运用药物，其治

疗难度越来越大，病情很难得到把控。 从 以 上 各项影响因
素可以 看出，想要将抑郁症患者的治疗配合度提高，有效
对其治疗过程中 出现的睡眠障碍等情况进行改善。在进行
用药治疗过程中 ，一 定要进行护理干预。由于 目前人 们 健
康意识越来越强和临 床护理模式逐渐得到改善优化，常规
的护理干预很难达到目前患者需求，特别是对具有抑郁症
而发生睡眠障碍的人 员，在开展治疗过程中 并没有对其心
理状态提高重视。

1 临床资料和干预措施

1 .1 临 床资料
将医院接受治疗的 60 名抑郁症患者作 为 此次探究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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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按照随机发养抑郁症患者分为 两 个 小组，每个 小组人
员有 30 名。 在参照组中 的男女患者比例有 13:17，年龄在
19-38岁，平均年龄在（30 .32± 1 .43）岁；在这些 抑郁症
患者中 ，高中 及以 下 学历有 15名，大专 以 上 学历有 15
名。 在干预组中 男女患者的比例在 15:15，年龄分别为
19-40 岁，平均（30 .28± 1 .25）岁；探究患者的学历在高
中 及以 下 学历在 18名，大专 以 上 学历有 12名。 对参照组
和干预组患者进行对比，其差异不 是很明显（P＞0 .0 5）。
基于 此，对参照组患者开展护理干预期间仅 仅 开展常规治
疗以 及饮食等相关工作 安排。而干预组进行护理干预则是
常规护理干预思想作 为 前提条件 ，重点对患者开展心理干
预，由此进行相关操作 ，这样可以 达到常规护理和心理护
理两 种模式的融合，对其护理效果进行对比解析，以 便能
为 有关护理工作 提供一 定参考。

1.2干预措施
干预组和参照组的患者都已证实是抑郁症患者，而且

这些 患者都会伴随不 同程度的睡眠障碍，患者都在进行药
物治疗。对以 上 患者进行治疗过程中 ，对其开展护理干预，
其中 参照组患者开展的是常规治疗干预，其中 包含治疗前
对患者进行相关检查；治疗过程中 还要确保患者能够对有
关药物的正确使用方法和剂量进行了 解，同时护理人 员还
要告知患者用药治疗过程中 出现不 良反应以 及相关处理
对策。

而对干预组抑郁症患者来说，对这些 患者开展干预过
程中 要以 常规护理干预为 前提，重点要将心理干预注意事
项凸显出来，其中 包含：第一 ，具有抑郁症和睡眠障碍问
题的患者在进行治疗时，有关医护人 员要跟患者及时进行
全面沟通交 流，及时跟朋友和家属进行沟通交 流，在沟通
交 流时需要从 家属等方面进行沟通，确保对患者的实际情
况有着全面的掌握，为 后期工作 开展提供一 定保障。 与 此
同时，还要使患者能够遵循医生嘱咐，了 解药物治疗的重
要性，并且 告诉患者在治疗时的重要性。 第二 、患者开展
护理过程中 要求有关护理人 员给予 患者足够尊重。从 各项
路径中 掌握患者抑郁主 要原因，而且 运用动态化的评估方
法对患者目前抑郁情况进行掌握，根据多方评估结果制定
具体全面的护理干预方案。 第三 ，对患者开展治疗时，还
要避免陌生环境对其所造成的影响，所以 要引领患者提前
对自身所处环境进行了 解，而且 还要对其生活居住环境的
湿温度和灯光等进行科学调整，由此为 抑郁症患者提供更
加舒适的居住环境，夜间时要关灯，避免睡前饮用过多饮
料或者含咖啡因等一 些 刺激性饮料。 第四，抑郁症患者心
里很容易出现波动，所以 要引导其采取有效对策，对其心
理情况进行调整，比如正确引导患者进行深呼吸的，采用
这种方法可以 使患者放松下 来；对于 不 能自我进行调整的
患者来说，可以 适当地给患者设一 些 正经药物开展干预，
在进行这项干预时，一 定要对药物剂量进行合理把控，并
且 观察患者用药之 后的情况，如果出现异样问题要第一 时

间暂停使用，及时将患者情况反馈给医师，听从 医生嘱咐
进行有效处理。此外，对患者在发病过程中 出现的胸闷气
短等情况，为 规避其发生窒息等问题，在必要的情况下 ，
可以 运用医疗设备给患者进行吸氧处理。第五 ，对患者进
行心理干预时，还可以 运用共享 的方法帮助患者走出困境，
比如跟患者多多沟通交 流，将其心中 积压的不 愉快情绪释
放出来。 与 此同时还可以 定期开展相关交 流会，邀请治愈
成功的患者到医院进行实例分析，讲解自身在就诊过程中
如何改变自身遇到的“ 困境”，这样可以 提高患者治疗信
心，使患者充满希望。 其实还要告诉家属亲 情的重要性，
使家属能够多进行陪伴。通过亲 情支持使患者能够感受到
呵护和关爱，更积极配合后期治疗。 第六，实际开展干预
过程中 还要对抑郁患者和家属阐述具体病情以 及住院环
境和工作 人 员综合素养等，将这些 患者的依从 性提高。第
七 ，对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情况提高重视，通过语言、真诚
以 及行为 对患者进行安抚，并且 要认真解答患者所提出来
的问题。从 以 上 阐述中 对患者开展常规护理时对其进行心
理干预。 除了 能对患者的睡眠质量进行改善以 外，还有利
于 提高患者临 床治疗效果。

1.3统计学方法
在开展此次探究过程中 有很多数据资料出现，运用

SPSS24.0 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处理，对这些 资料进行整
理之 后可以 通过两 种形式体现出来，采用（ sx  ）代 表
计量类资料，和[n（%）]代 表的是技术资料，对以 上 两 种
数据资料进行验证时，分别以 t和χ 2值作 为 根据，这两
组数据存在统计学差异可以 运用P＜0 .0 5 代 表。

2 结果

2.1 焦虑与 抑郁程度对比
从 表 1 中 可以 看出，干预组的患者出现焦虑和抑郁的

评分都要比参照组患者低（P＜0 .0 5）。
表 1 两 组焦虑和抑郁情况对比（分， sx  ）
组别 n 焦虑评分 抑郁评分

参照组 30 29.32± 2.45 31 .41± 1 .51

干预组 30 22.53± 2.13 24.0 3± 1 .24

t值 6.567 5.354

P值 < 0 .0 5 < 0 .0 5

2.2护理质量
从 表 2中 可以 看出，干预组的患者护理质量要比参照

组的患者质量高（P＜0 .0 5）。
表 2 两 组护理质量对比（分， sx  ）

组别 n 护理技术
护理态
度

心理干
预

健康宣教

参照
组

30
73.0 3±
1 .0 1

72.53±
1 .81

72.21±
1 .42

71 .41±
1 .53

干预 30 84.1 1± 83.41± 82.51± 84.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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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1.21 1 .71 2.0 1 1 .25

t值 11 .20 2 14.1 0 1 1 0 .312 15.132

P值 < 0 .0 5 < 0 .0 5 < 0 .0 5 < 0 .0 5

2.3睡眠质量
对抑郁症患者进行干预前，干预组和参照组患者的匹

兹堡睡眠质量量表评分分别为（17.51± 1 .1 1）分、（18.51
± 1 .55）分。 对两 组患者进行干预后，干预组的这项评分
要比参照组低（P＜0 .0 5），这两 组的睡眠质量评分护理
前后发生改变。

3 讨论

抑郁症作 为 临 床上 经常出现的一 种病类型，这属于 一
种精神疾病，在各个 年龄段都可以 看到。由于 目前社会经
济的高速发展，人 们 工作 状态发生很大变化，人 们 生活和
学习 压力也 逐渐加大，特别是年轻人 ，现阶段年轻人 的心
理情况发生很多问题，导致这类疾病发病概率越来越大。
针对患有抑郁症人 员来说，这些 人 员发生焦虑等不 良情绪
和心理问题时，还会由于 情绪改变而造成其睡眠出现问题。
从 很多探究中 可以 看出，患有抑郁症的患者很多都会出现
睡眠障碍，与 此同时，在有关研究中 曾指出，患有抑郁症
的患者在进行治疗过程中 各类并发症的恢复状况跟患者
整体恢复有直接关系，这就表示对患者开展抑郁症相关治
疗过程中 ，还要注意患者的并发症问题，尤其是睡眠质量。
主 要是由于 患者如果睡眠质量不 好，会对其心理情绪造成
不 利影响，如果患者的心理情绪发生很大变化会造成抑郁
症加重，这样就会恶性循环。 而现阶段对患有这种疾病的
患者进行治疗时，很多都是运用药物进行治疗，同时还会
进行一 些 干预辅助，由此缓解患者抑郁，焦虑情绪，间接
对其睡眠质量进行改善。从 有关临 床探究结果中 可以 看出，
对这类疾病患者开展护理过程中 ，进行常规护理的情况下 ，
运用心理护理干预能将整体的临 床护理效果提高，同时开
展心理护理还能将患者出现抑郁的评分降低。

如果患有抑郁症的患者发生不 良情绪或者睡眠障碍，

对其病情的康复造成不 利影响，所以 需要对这些 患者的心
理和情绪变化情况提高重视，还要对其进行科学引导使其
能够自我调整。在实际操作 期间，要求有关医疗人 员对患
有抑郁症并且 伴随睡眠障碍的患者整体情况进行全面准
确了 解，找到适合这类患者进行心理和情绪调节的相关措
施，由此制定高效率护理干预对策，有利于 改善患者心理
情况，使患者能够主 动积极地面对疾病，并且 提高自身依
从 性。 这种患者的心理情况得到改善时，其整体发展情况
也 会越来越好，而且 睡眠质量会得到提高，消除其睡眠障
碍，最终会使患者的生活质量得到提高。

总之 ，对抑郁并且 伴随睡眠障碍的患者开展护理时，
需要以 常规护理干预为 前提。对患者的心理情况提高重视，
由此联合心理护理干预，在此期间除了 能对患者的睡眠质
量进行改善以 外，还能消除其睡眠障碍，加强患者在治疗
过程中 的护理配合度，为 后期抑郁症等疾病的治疗提供一
定保障，因此这种干预措施在临 床上 得到大量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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