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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见性护理干预在改善整形美容者的焦虑和抑郁心理的效果
王雪情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四川　成都　610100）

【摘　要】目的：探讨对整形美容者进行预见性护理干预对于改善其焦虑、抑郁心理的护理效果。方法：对照组为常规护理干预，
观察组则联合运用预见性护理干预。结果：2组护理前经统计 SAS、SDS 量表评分均较高 P＞ 0.05，经护理后观察组的 SAS、SDS
量表评分均低于对照组 P＜ 0.05。结论：对于整形美容者进行预见性护理干预能够有效改善其焦虑及抑郁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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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对于容貌美观度

也有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随着整形美容技术的不断提升以及

器械设备的更新，近年来接受整形美容的人数不断增多。然而

整形美容的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创伤性，再加上部分患者由于对

术后期望过高或担忧手术疼痛及麻醉等，使得焦虑、抑郁情绪

显著 [1]，这对整形美容者的手术开展和整形效果均产生一定影

响，所以还需做好整形美容者的科学护理来缓解其焦虑、抑郁

心理。以下将分析对整形美容者运用预见性护理干预在缓解其

焦虑、抑郁心理中的实际效果。

1 资料以及方法

1.1 临床资料

抽取 2018 年 6 月～ 2020 年 11 月本院 74 例整形美容者，

依据随机数字表法分组，观察组：37 例，男 6 例 / 女 31 例：

年龄 20 ～ 52 岁，均值为（32.6±0.3）岁；受教育水平：高

中及以下 9 例，高中以上 28 例。对照组：37 例，男 7 例 / 女

30例：年龄20～ 51岁，均值为（32.5±0.4）岁；受教育水平：

高中及以下 10 例，高中以上 27 例。2 组各项基础资料具备可

比性 P＞ 0.05。

1.2 方法

对照组为常规护理干预，即进行整形美容知识宣教，加强

生命体征监测，并签署知情同意书等；观察组则联合运用预见

性护理干预，方法为：（1）健康教育：就整形美容的相关健

康常识详细向整形美容者进行细致耐心的讲解，与此同时还需

充分结合其心理焦虑和抑郁情况，进行个体化的心理疏导和健

康知识宣教。通过语言沟通了解其上述负面情绪产生的根源，

从而给予针对性的心理疏导，告知其整形美容术的方法、效果、

流程以及配合要点，并讲解可能产生的副作用，从而使整形美

容者做到心中有数，并帮助其更加全面的了解整形美容术，从

而纠正其错误认知，并缓解焦虑、担忧和紧张等不良情绪；（2）

术前心理疏导：在整形美容术前，可列举近期的成功整形美容

案例，从而帮助整形美容者树立信心，更好地保持积极向上的

心态迎接整形美容手术。与此同时，还要通过语言沟通帮助其

树立科学的整形美容观，防止整形美容者由于抱有不切实际的

美好幻想，而导致整形美容术后产生极大的心理落差，使得焦

虑、抑郁情绪进一步加重。在术前查房的过程中需要加强语言

沟通，了解并评估其心理状态，通过语言引导、暗示、鼓励等

方式，使整形美容者能够维持积极向上的态度，针对其疑问需要

做出细致且耐心的解答，从而解除其术前疑虑，缓解焦虑情绪；

（3）术后心理疏导：待手术后需要向整形美容者详细讲解，整

形美容术可能获得的美容效果与可能发生的副反应或不适症状，

从而使整形美容者能够更加理性全面的看待整形美容手术。给予

整形美容者充分的关怀及呵护，并做好有效的保护性措施，对于

整形美容者存在的心理问题需要及时的进行语言疏解，并引导家

属给予亲情支持和关怀；（4）睡眠护理：叮嘱整形美容者在围

手术期需要确保良好的休息和睡眠，并告知其睡眠过程中可保

持右侧卧位。对于接受胸部整形美容术的患者，叮嘱其睡眠时

避免将手直接放于胸前，防止对胸部形成压迫；（5）拆除纱

布后护理：在整形美容者拆除纱布后需要密切关注其心理状态，

对于整形美容者出现对手术效果不满意的情况，需要警惕其产

生激动情绪或行为。应事先准备手术前后拍摄的对比照片，从

而使整形美容者能够更加细致的观察和对比，向其讲解整形美

容手术调整和变化的相关部位，进而缓解纱布拆除后激动情绪。

1.3 评价标准

2 组患者均于护理前和护理后利用 SAS、SDS（焦虑、抑郁自

评估表）对其焦虑与抑郁心理测评，得分越高即负性情绪越重。

1.4 统计学方法

文中数据行 SPSS19.0 分析，数据标准差为（ x ±s），组

间数据行 t/χ2 检验，P＜ 0.05：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组护理前经统计 SAS、SDS 量表评分均较高 P ＞ 0.05，经

护理后观察组的 SAS、SDS 量表评分均低于对照组 P＜ 0.05。

表 1 2 组 SAS、SDS 量表评分对比（ x ±s，分）

组别 例数 SAS SDS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37 48.95±2.06 40.02±0.25 47.29±2.05 41.33±0.13
对照组 37 48.93±2.08 47.69±1.95 47.28±2.06 45.95±1.85
t 值 0.253 6.197 0.718 5.639
p 值 0.609 0.000 0.529 0.002

3 讨论

近年来接受整形美容手术的人数不断增多，与此同时整形

美容率显著提升，更多的爱美者希望通过整形美容术来改善面

部或身体不足。然而整形美容者往往对整形美容手术的效果具

有一定的憧憬甚至幻想，整形美容者的手术期望值太高或者本

身为易过敏体质则术后可能出现不良反应，再加上疼痛、麻醉

药物影响等使得整形美容者的负面情绪加重，表现为焦虑和抑

郁等 [2]-[3]。而整形美容者的负面情绪也将进一步对其内分泌和

中枢神经等系统形成干扰，不利于整形美容手术的顺利进行和

术后康复，所以需要关注整形美容者的心理状态，并做好行之

有效的护理服务 [4]。预见性护理干预的应用中能够更有针对性

和目的性的为整形美容者提供护理服务，在评估其焦虑抑郁心

理产生根源的基础上进行个体化心理疏导以及健康知识宣教，

有利于缓解其负面情绪并更好地提升依从性。例如本次对比结

果显示，观察组通过运用预见性护理干预，在护理后观察组焦

虑、抑郁情绪评分低于对照组。表明预见性护理干预的应用，

可有效提升整形美容者的临床护理质量。

综上所述，对于整形美容者进行预见性护理干预，能够有

效改善其焦虑及抑郁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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