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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护理对首次抑郁症住院患者负性情绪的影响
刘先梅

（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　成都市未成年人心理咨询中心　四川　成都　610000）

【摘　要】目的：探讨叙事护理对首次抑郁症住院患者负性情绪的影响。方法：随机选取我病区 2019.11~2020.11 内收治的
120 例首次抑郁症住院患者为本次研究对象，所有研究对象均随机分为参照组（60 例，常规护理）和叙事组（60 例，叙事护理），
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的负性情绪（焦虑：SAS、抑郁：SDS）及护理干预前后的生活质量（SF-36）。结果：经护理后的叙事组患者
其负性情绪评分显著低于参照组（P ＜ 0.05），且生活质量指标均显著高于参照组（P ＜ 0.05）。结论：对首次抑郁症住院患者
实施叙事护理，具有积极意义，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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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患者常常会感到莫名的高兴不起来，做事提不起兴
趣，哭泣，自责自罪，悲观绝望，严重的有自杀自伤的观念和
行为，并伴有失眠、纳差、性欲下降及全身性不适等生理症状。
当前尚未明确抑郁症的主要病因及发病机制，但有大量的研究
资料表明，其发病于遗传、神经生化及心理、社会等因素存在
密切关系 [1]。根据之前是否有过另 1 次抑郁发作，抑郁症又分
为首发抑郁症和复发性抑郁症。首次抑郁症患者的治疗和护理
干预措施质量，直接影响患者的病情是否复发及复发后的病情
严重程度。叙事护理是当前临床的新型护理模式，已在临床得
到广泛认可，对促进精神疾病患者的病情稳定和康复具有积极
应用价值，基于此，本文就叙事护理对首次抑郁症住院患者负
性情绪的影响展开研究，具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将我院 2019.11~2020.11 内精神科开放式病房收治的 120

例患者纳入本次研究，将所有患者随机分为参照组（男 36例，
女 34例，平均 15.01±2.43岁）和叙事组（男 37例，女 33例，
平均 15.93±2.51 岁）。所选研究对象一般资料无明显差异（P
＞ 0.05），同时所有研究对象均自愿参与本研究。我院伦理委
员会批准研究。

1.2 方法
1.2.1 参照组
对参照组患者实施常规护理，即遵医用药，治疗期间监测患

者病情变化，根据患者病情进展情况上报医师，调整用药方案。
1.2.2 叙事组
对叙事组患者在参照组的护理基础上增加使用叙事护理干

预，具有干预措施为：
叙事护理人员选择安静整洁的办公室或者访谈室，护士以

尊重、谦卑、好奇的叙事态度倾听患者所讲述的痛苦的主线故
事，充分倾听和了解后，真诚地询问，详细地了解患者的痛苦
及痛苦背后的情绪，同时去发挖掘与主线故事同行的例外事件，
然后引导式地让患者觉察，并反复强化例外事件，直至串联成
新的支线故事，再通过强化支线故事，最后以支线故事取代原
本痛苦的主线故事，以提升患者对疾病的掌控感，树立患者战
胜疾病的信心，改善患者情绪。

1.3 观察指标
对比分析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前后的焦虑（SAS）、抑郁（SDS）

评分，评分与患者负性情绪呈正比；对比分析两组患者护理干

预前后的生活质量（SF-36，此量表包括角色功能、身体功能、
社会功能、情绪功能等 4 个维度，10 分制，所得分值越高，说
明生活质量越高）。

1.4 统计学分析
研究所得数据均录入至 Excel 2010 中予以校对，采用

SPSS20.0 软件进行处理。（ sx ± ）表示计量资料，计量资料
用 t 检验，P 评定检验结果，P ＞ 0.05 提示无统计学差异，P
＜ 0.05 提示有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前后的负性情绪分析
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前的负性情绪无对比差异（P＞0.05），

但护理干预后的叙事组患者其负性情绪显著低于参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 0.05），如表 1：

2.2 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前后的生活质量分析
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后生活质量均有提高，但干预后的叙事

组患者各生活质量指标均显著高于参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 0.05），见表 2：

3 讨论
叙事护理是通过尊重患者的选择和决定，将患者看做一个

同等的个体，陪伴和帮助患者，以尊重为原则展开的新型护理
模式 [2]。此模式主要通过寻找支线故事的方式与患者一同发现
事物的不同面，改善其认知，从而达到从新颖的视角加强患者
的记忆，使患者正确认知自身疾病，对患者而言，更具有共鸣性，
从自身病情中抽离出来，从客观的角度分析自身疾病的相关治
疗方式，进而受支线故事中的积极正面的心态影响，适应角色
转换，积极配合治疗，改善负面情绪，提高质量效果 [3]。

综上所述，叙事护理对首次抑郁症住院患者而言，可降低
患者的负性情绪评分，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具有积极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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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负性情绪对比（ sx ± ，分）

组别 例数 SDS SAS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参照组 60 62.27±12.97 57.36±8.99 60.74±11.64 50.87±11.54
叙事组 60 62.15±11.97 51.47±8.56 61.79±12.77 41.78±7.97

t - 0.053 3.675 0.471 5.020
P - 0.958 0.000 0.639 0.000

表 2 生活质量对比（ sx ± ，分）

组别 时间 角色功能 身体功能 社会功能 情绪功能
参照组（n=60） 护理前 1.17±0.52 1.04±0.26 1.16±0.19 1.13±0.24

护理后 1.38±0.18 1.41±0.97 1.38±0.26 1.36±0.43
t - 2.956 2.854 5.292 3.618
P - 0.004 0.005 0.000 0.000

叙事组（n=60） 护理前 1.12±0.76 1.28±0.26 1.14±0.11 1.11±0.31
护理后 1.79±0.87* 1.67±0.46* 1.74±0.62* 1.76±0.67*

t - 4.493 5.717 7.381 6.820
P - 0.000 0.000 0.000 0.000

注：*与护理后参照组比较，P＜ 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