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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理 探 索

叙事护理在改善双相障碍患者抑郁情绪中的应用
王　雪

（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  四川　成都  610000）

【摘　要】目的：分析叙事护理在改善双相障碍患者抑郁情绪中的应用。方法：随机选取我院 2018.1~2019.12 内收治的 60 例
双相障碍患者为本次研究对象，所有研究对象均随机分为参照组（30 例，常规护理）和研究组（30 例，叙事护理），对比分析
两组患者经护理干预后的睡眠质量（PSQI）及抑郁评分（SDS）。结果：护理后两组患者睡眠质量虽均有改善，但护理后的研究
组患者其睡眠治疗均显著优于参照组，且护理干预后的研究组患者其 SDS 评分显著低于参照组，所有对比均有明显差异（P ＜ 0.05）。
结论：在双相障碍患者的临床护理中，实施叙事护理，可有效改善患者的睡眠质量，降低患者的抑郁情绪评分，值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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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相障碍又称双相情感障碍，一般是指既有符合症状学诊

断标准的躁狂或轻躁狂发作，又有抑郁发作的一类心境障碍。

双相障碍会导致严重的情绪、精力、思维和行为的变化，从一

个极端的躁狂高点，到另一个极端的抑郁低点的转变，因此，

治疗难度较大，大部分患者需长期服用药物控制病情 [1]。护理

服务是辅助治疗的关键，尤其是对精神疾病患者而言，优质的

护理服务可有效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基于此，本文就叙事护理在改善双相障碍患者抑郁情绪中的应

用效果展开研究，具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将我院 2018.1~2019.12 内收治的 60 例双相障碍患者纳入

本次研究，将所有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参照组（男 16 例，女 14

例，平均 35.75±5.06 岁）和研究组（男 17 例，女 13 例，平

均 35.93±4.87 岁）。所选研究对象一般资料无明显差异（P

＞ 0.05），同时所有研究对象及家属均自愿参与本研究。我院

伦理委员会对本研究完全知情，并批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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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患者病情

变化，上报医师，及时调整用药方案。

1.2.2 研究组

对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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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用药指导：患者入院后向患者进行详

细的健康教育，告知当前用药可取得的理想治疗效果，通过有

效交谈了解患者性格、家庭组成及应激源，并评估患者当前心

理状态，以热情温柔的言语或肢体语言等方式安抚患者对医院

的紧张情绪；②叙事资料收集：根据与患者的面谈，收集患者

的相关资料，通过用叙事治疗的五大技巧：外化、解构、改写、

外部见证人和治疗文件来引导患者讲诉故事，包括发病的时间，

起因、对疾病预后的担忧、家庭成员与医护人员照顾过程中的

不满与认可，并做好相关记录；③护理反馈：邀请患者一共观

看叙事故事，借助舒缓的音乐和封闭环境等引导患者带入故事

内容，感受故事所传达的积极向上的力量，在故事结束后，与

患者再次展开心理评估。

1.3 观察指标

统计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经护理干预后的睡眠质量（以匹兹

堡睡眠质量评分量表（PSQI）评定两组患者睡眠质量，量表包

括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三个维度，入睡时间越短、

睡眠时间越长及睡眠效率越高，则睡眠质量越高）及抑郁评分

（SDS、评分与抑郁情绪呈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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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睡眠质量分析

护理后两组患者睡眠质量虽均有改善，但护理后的研究组

患者其睡眠治疗均显著优于参照组，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表 1参照组和研究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睡眠质量对比（ sx ± ）

组别 时间 入睡时间（min） 睡眠时间（h） 睡眠效率（%）
参照组

（n=30）
护理前 51.36±9.41 3.35±0.75 0.34±0.12
护理后 45.21±6.75 5.48±0.54 0.42±0.15

t - 2.909 12.624 2.281
P - 0.005 0.000 0.026

研究组
（n=30）

护理前 50.78±9.67 3.52±0.42 0.36±0.13
护理后 28.85±5.42* 7.15±0.65* 0.79±0.16*

t - 10.836 25.692 11.424
P - 0.000 0.000 0.000

注：*与护理后参照组比较，P＜ 0.05。

2.2 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前后的 SDS 评分分析

两组患者经护理干预后，其 SDS 评分均有显著降低（P

＜ 0.05），但护理干预后的研究组患者其 SDS 评分显著低于参

照组，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 0.05）。

3 讨论

躁狂发作典型症状是情感高涨、思维奔逸、活动增多等“三

高”，可伴有夸大观念或妄想、冲动行为等。发作至少持续 1

周，并有不同程度的社会功能损害，或给别人造成危害或不

良后果 [2]。

常规的护理服务缺乏对患者的心理干预。而叙事护理作为

以患者为主体而展开的故事讲述型新型护理服务，用于双相障

碍患者的临床护理中，具有叙事能力的护士通过倾听、理解，

用文字记录患者的故事，回应患者疾苦境遇，与其一起发掘故

事背后所含的积极意义，通过见证、共情、互相接纳、对其进

行科学有效的干预继而解除、抚慰患者疾苦的陪伴式照护活动。

叙事治疗让我们对患者生命的了解与感动，进行灵魂与灵

魂的交流，从而帮助患者寻找生活中的积极细节等可有效使患

者产生共鸣，带入故事情绪，进而受故事影响，重建自我效能感，

加强自我认同感 [3]。

综上所述，在双相障碍患者的临床护理中，实施叙事护理，

可有效改善患者的睡眠质量，降低患者的抑郁情绪评分，值得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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