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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内科收治的患者病情危重者比较多，其中病情

复杂度比较高的疾病是脑卒中，治疗所需时间比较长，

治疗后并发症出现概率比较大，使得神经内科中很多患

者会出现心理问题，将会严重影响治疗效果。因此医护

人员在救治神经内科患者的时候，需要充分考虑病人的

心理状况和负面情绪，加强心理护理，改善患者的焦虑

情绪、抑郁情绪，不断提高护理质量。以我院 2022 年 3

月到 2023 年 3 月收诊治疗的 130 例神经内科患者作为研

究对象，将患者随机划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心理护

理措施的价值进行分析。

一、资料与方法

1. 一般资料

以我院 2022 年 3 月到 2023 年 3 月收诊治疗的 130 例

神经内科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患者随机划分为观察组

和对照组，对心理护理措施的价值进行分析。对照组患

者 65 例，男性患者 32 例，女性患者 33 例，年龄在 43-83

岁，患者平均年龄在（61.9±4.5）岁，观察组患者 65

例，男性患者 34 例，女性患者 31 例，患者年龄为 45-81

岁，患者平均年龄为（61.8±4.3）岁。两组患者的一般

资料无明显差异，具有可比性。纳入标准：神经内科收

诊治疗的病人，患者和家属对本次研究知情，且已经正

式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认知障碍患者、意识不

清患者、失语症患者，原发性精神疾病患者。

2. 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取常规护理措施，密切关注病人病情恢

复情况、生命体征指标变化，遵医嘱要求监督患者定时定

量服药，为患者日常饮食、日常活动提供专业指导意见。

观察组患者在常规护理的同时加强心理护理：（1）

认知行为护理：在救治神经患者的过程中，告知患者、

家属疾病发展情况、治疗方式、治疗目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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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后效果，事先提醒患者治疗后容易出现的各种不良反

应、治疗后可能会产生的各种并发症，治疗后注意事项，

让患者和家属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安抚好病人心理情绪，

即可协助病人减轻心理压力，拉近医患之间的距离，能

够获得病人的信任，提高患者对治疗、护理的配合度、

依从性，能够消除患者的焦虑不安情绪 [1]。（2）心理支

持、心理指导：医护人员需要耐心解答患者及家属的咨

询，及时对病人进行心理疏导，尽快缓解病患存在的负

面情绪，及时减轻病人存在的心理负担。医护人员可以

督促患者家属多多陪伴病人，为患者提供心理支持，增

加病患对神经内科治疗的信心 [2]。（3）行为控制干预：

通过使用行为控制方法，快速缓解病人的恐惧情绪、焦

虑情绪、抑郁情绪，可以使用注意力分散法以及放松训

练法转移患者对病痛的注意力。如果护理人员发现患者

不能完全理解注意事项，可以为患者亲身示范，确保病

人能够比较直观地了解注意事项。

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的焦虑情绪、抑郁情绪，使用 SAS 评

分、SDS 评分评估。（2）比较两组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

4. 统计学处理

在本次研究中通过使用SPSS 19.0软件能够对相关数据

进行统计学分析，使用t检验用（x±s）表示的SAS评分、

SDS评分，采取x2 检验用（%）表示的计量资料满意度，在

P值低于0.05的时候，说明本次研究具有统计学分析价值。

二、结果

1. 比较两组患者的 SAS 评分、SDS 评分

如表 1 所示，观察组患者的 SAS 评分、SDS 评分低于

对照组，P ＜ 0.05。

表1　比较两组患者的负面情绪（x±s，分）

组别 例数
SAS 评分 SDS 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65 58.3±3.1 31.7±1.4 59.6±3.4 30.3±1.1

对照组 65 58.3±3.4 45.7±2.9 59.6±3.3 46.4±2.8

t -- 6.217

P -- 0.001

2. 比较两组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

如表 2 所示，观察组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为 96.92%，

高于对照组护理满意度 87.69%，P ＜ 0.05。

表2　比较两组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65
44.61

（29/65）

52.31

（34/65）

3.08

（2/65）

96.92

（63/65）

对照组 65
47.69

（31/65）

40.00

（26/65）

12.31

（8/65）

87.69

（57/65）

χ2 -- 8.77

P -- 0.001

三、讨论

医院神经内科患者一般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功能障碍

问题，不但会直接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运动能力，

而且会导致病人生活质量降低，患者出现心理问题的可

能性比较大。再加上神经内科的很多患者需要持续性、

长时间接受治疗，患者承担的经济压力以及心理压力相

对比较大，极易产生焦虑情绪、抑郁情绪，这些负面情

绪会对疾病治疗效果产生直接影响。

为了协助患者摆脱心理障碍、使其提高治疗依从性，

需要在采取常规护理措施的同时，采取一些心理护理措

施，加强对病人认知行为的干预控制，通过健康宣教增

加患者对神经内科疾病的支持以及指导，及时缓解病人

存在的负面情绪，增强患者治疗信心，确保患者能够以

积极乐观的态度治疗。在控制病人行为时，可以通过听

音乐、看小品等方式转移患者注意力，使患者放松身体，

便于调整好病人的心理状态，提高治疗效果 [3]。

护理人员需要在实施心理护理措施时巧妙运用一些

心理学方式、心理学沟通技巧，护理人员应当全面了解

病人的思想状况，若是病人存在焦虑情绪、急躁情绪，

需要及时解决其思想顾虑，根据其顾虑内容展开有针对

性的开导。如果患者由于长期处于负面情绪造成失眠症

状，难以正常入睡，医护人员应该根据患者病情、失眠

严重程度，酌情使用适量安眠药物，除了需要借助药物

缓解病人失眠问题，还应通过心理疏导、心理护理解决造

成失眠的不良情绪。通过在神经内科病房内有规划地宣讲

一些神经内科疾病预防方式、治疗方案、康复治疗方式、

康复训练方式，耐心解答患者及家属提出的各种问题，激

发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唤起病人对预后效果的希望，告

知患者主治医生过往治疗此类疾病的成功案例，增加患

者、家属对医生的信赖度，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在治

疗后护理人员需要密切关注病人的生命体征，还应重点关

注患者在服药后是否会产生不良反应以及副作用，如果存

在，应该及时咨询医生是否需要更换其他对症药物 [4]。

综上所述，对神经内科患者采取常规护理措施的基

础上积极进行心理护理干预，即可在优化改善病人负面

情绪的基础上，提升患者治疗、护理的依从性和配合度，

值得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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