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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术 探 讨

心理干预对肺结核患者护理不良情绪及生活质量的作用探讨
陆庭庭　米海玲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　重庆　402160）

【摘　要】目的：对肺结核患者接受心理干预后的不良情绪改善优良率进行评价，并探析生活质量改善有效率的改善情况。
方法：收集肺结核病例 112 例开展研究，时间 2020 年 7 月 - 2020 年 10 月。遵循随机、平均、自愿原则，分为 2 组，组别分别是
干预①组、干预②组。干预①组（56 例）的护理方案：普通护理方案，干预②组（56 例）的护理方案：心理干预方案。对不良情
绪改善优良率、生活质量改善有效率进行统计学研究。结果：对比干预①组、干预②组不良情绪改善优良率，干预②组 96.43% 相
对干预①组 80.36% 而言更高（P<0.05）；对比干预①组、干预②组生活质量改善有效率，干预②组 94.64% 相对干预①组 75.00%
而言更高（P<0.05）。结论：肺结核患者接受心理干预后的不良情绪改善优良率更高，生活质量获得更好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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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肺结核是结核杆菌引起的一种慢性传染病。患者病程较长，

心理负担重，精神压力较大，不利于病情的治疗。良好的护理，
可缓解患者的不良情绪，可起到辅助治疗的效果。因此，本研
究收集肺结核病例 112 例，开展本次研究，对接受心理干预后
不良情绪改善优良率、生活质量改善有效率的改善情况进行系
统探讨。

1 资料和方法
1.1 资料
收集肺结核病例 112 例开展研究，时间 2020 年 7 月 - 

2020 年 10 月。遵循随机、平均、自愿原则，分为 2 组，组别
分别是干预①组、干预②组。干预①组中，病例共 56 例，男性
44 名 ，女性 12 名 ，年龄在 15- 83 岁，平均（68.03±6.24）
岁。干预②组中，病例共 56 例，男性 40 名 ，女性 16 名 ，
年龄 在 17- 80 岁，平均（68.35±6.22）岁。

1.2 方法
干预①组（56 例）的护理方案：普通护理方案，干预②组

（56 例）的护理方案：心理干预方案。（1）健康教育疏导。
采取一对一的模式与患者进行深切交谈，评估患者的认知水平，
给予健康教育疏导，让患者意识到对待病情的治疗应该保持积
极的态度，才能尽早康复。（2）心理疏导干预。对患者的不
良情绪进行有效的判断，给予热情的鼓励，真切的安慰，帮助
患者缓解内心的压力，将临床治疗成功的病例分享给患者，让
患者获得正面力量，提高勇气。（3）家庭亲情护理。向患者
家属强调多多关注患者的心理状态，给予患者精神支持，与护
士一起团结协作，让患者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

1.3 观察指标
（1）不良情绪改善优良率。评价指标优：HAMA、HAMD 评

分改善 75% 以上；良：HAMA、HAMD 评分改善 50%~75%；差：
HAMA、HAMD 评分改善 50% 以下。

（2）生活质量改善有效率。统计生活质量测定简表
WHOQOL-BREF 评分。若评分 90 分 ~119 分，则认为显效；若评
分70分 ~89分，则认为有效；若评分0分 ~69分，则认为无效。

1.4 数据分析
软件：SPSS 22.0；计量资料表现形式：均数±标准差（行

t检验）。计数资料表现形式：%（行卡方检验）。若 P<0.05，

代表差异具有明显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2.1 不良情绪改善优良率
对比干预①组、干预②组不良情绪改善优良率来看，干预

②组96.43%相对干预①组80.36%而言更高（P<0.05）。见表1。
2.2 生活质量改善有效率
对比干预①组、干预②组生活质量改善有效率来看，干预

②组94.64%相对干预①组75.00%而言更高（P<0.05）。见表2。
讨论
临床研究表明 [3]，常规的护理方案多以专科护理为主，对

患者心理状态无太多关注，不利于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
心理干预模式，具有改善患者心理状态的优点 [4]。一方面，

通过健康教育疏导，着重对患者认知情况进行干预，引起患者
对疾病的重视，消除消极情绪，重视生命健康；另一方面，通
过心理疏导干预，患者的不良情绪和情感压力得到释放；其三，
通过家庭亲情护理，获取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改善身心状况 [5]。
本研究结果显示，接受心理干预的不良情绪改善优良率、生活
质量改善有效率均明显优于普通护理（p ＜ 0.05），证明心理
干预的临床效果更好。

综上所述，肺结核患者接受心理干预后的不良情绪改善优
良率更高，生活质量获得更好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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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探寻不良情绪改善优良率

分组 患者（例） 优（例 /%） 良（例 /%） 差（例 /%） 不良情绪改善优良率（例 /%）
干预①组 56 30/53.57 15/26.79 11/19.64 45/80.36
干预②组 56 36/64.29 18/32.14 2/3.57 54/96.43

X2 值 7.0490
P 值 0.0079

表 2探寻生活质量改善有效率

分组 患者（例） 显效（例 /%） 有效（例 /%） 无效（例 /%） 生活质量改善有效率（例 /%）

干预①组 56 22/39.29 20/35.71 14/25.00 42/75.00
干预②组 56 30/53.57 23/41.07 3/5.36 53/94.64

X2 值 8.3913
P 值 0.00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