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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心理护理干预对改善银屑病患者焦虑、抑郁
状态的作用
曹露丹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重庆  400000

【摘  要】目的：探讨针对性心理护理干预对改善银屑病患者焦虑、抑郁状态产生的作用。方法：选择 2017 年 7 月
至 2019 年 7 月至我院治疗的 100 例银屑病患者当做研究对象，并以抽签法将入选对象分为对照组（50 例）及观察组
（50 例），对照组以常规模式施护，观察组在其基础之上实施针对性心理护理，对两组 SAS 评分、SDS 评分以及满
意度加以对比。结果：护理干预前，两组的 SAS 评分及 SDS 评分无明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护理干预
后，两组的 SAS 评分及 SDS 评分均低于护理干预前，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且观察组的 SAS 评分及
SDS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观察组的总体满意率相较于对照组更高，差异显著，
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银屑病患者采用针对性心理护理干预能够使其负性心理得以改善，并能够提升患
者的满意度，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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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屑病属于临床中常见的一种炎症性慢性皮肤病，

此病具有较高的复发率，且男性的发病率比女性高，目

前，此症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且临床中尚无特效治疗

方法，当前治疗方案仅能在短期内取得一定的疗效，并

无法彻底根治，但相关研究人员表明 [1]，此症发生后，

患者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等负性心理，从而不利于患者

治疗，为了提升临床治疗效果，需在治疗过程中采取有

效的护理干预措施使患者的负性心理得以消除，为此，

本次研究选择 2017 年 7 月至 2019 年 7 月至我院治疗的

100 例银屑病患者当做研究对象，并对针对性心理护理

干预的应用效果进行探讨，现将报道示下。

1 资料以及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7 年 7 月至 2019 年 7 月至我院治疗的 100

例银屑病患者当做研究对象，并以抽签法将入选对象分

为对照组（50 例）及观察组（50 例）。观察组男女之

比为 34:16；年龄 20~58 岁，均龄（43.28±4.59）岁。

对照组男女之比为 35:15；年龄区间为 21~59 岁，均龄

（43.62±4.73）岁。纳入标准：所有患者均与银屑病相

关诊断标准相符；所有患者均已对此研究知情，并已完

成知情同意书的签署。排除标准：自身免疫性病史患者；

合并内分泌疾病患者；存在认知障碍患者。两组经对比

一般资料，差异不明显，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两

组可比。

1.2 方法

所有患者均实施临床常规治疗。对照组患者以常规

方式施护，主要内容包括基础护理、用药指导、健康教

育等；观察组以此为基础实施针对性心理护理干预，内

容如下：

（1）实施心理评估：主要是对患者存在的负面心

理情绪进行管理，并对影响患者心理的因素进行确认，

从而有针对性的对患者行为以及心态等做出进一步鉴

别、分类和诊治，同时，在根据评估所得结果做出相应

的心理护理措施，从而使良好的护患关系得以构建，并

了解患者心理压力来源以及困扰患者的原因。

（2）实施院内心理护理干预：首先，护理人员应

该与患者及其家属加强沟通，拉近护患关系，并及时了

解患者的内心需求以及存在的疑虑，然后对患者进行心

理疏导；其次，针对各年龄段患者进行调查，掌握患者

的文化程度，并依据掌握的信息对银屑病患者进行分类

适当采取心理护理干预方法，同时还可以结合视频、音

频以及图文等方式综合开展心理护理干预；最后，护理

人员应对患者讲述一些以往治疗成功的案例，也可以通

过病友互勉这一方法来使患者对治疗充满希望，从而使

患者存在的负性心理得以消除，并提升治护的依从性。

（3）实施院外心理护理干预：这一阶段主要是对

患者多加关心和鼓励，帮助患者确立院外生活目标，并

帮助患者树立信心。首先，护理人员应该通过电话回访

的方式对患者的病情及治疗情况进行了解和掌握，使患

者感受到护理人员的关爱；其次，护理人员应该通过回

访沟通了解患者的心理状态，并对患者进行鼓励，使其

保持乐观向上的态度；最后，护理人员应该嘱咐患者及

其家属定期来院复查，针对不同程度的心理状态给予不

同的心理干预，从而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

1.3 观察指标

此次研究以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抑郁自评

量表（SDS）评分 [2] 以及总体满意率为观察指标。

1.4 统计学处理

研究使用统计学软件版本为 SPSS20.0，将（x±s）

代表计量资料，经 t 检验，将 % 代表计数资料，经 X2 检



183

Preventive Medicine Research, 预防医学研究 (2)2020,2
ISSN:2705-0440(Print); 2705-0459 (Online)

验，差异明显时，有统计学意义，P＜ 0.05。

2 结果

2.1 两组护理干预前后 SAS 及 SDS 评分对比

如表 1 所示，护理干预前，两组的 SAS 评分及 SDS

评分无明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护理干预

后，两组的 SAS 评分及 SDS 评分均低于护理干预前，差

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且观察组的 SAS 评

分及 SDS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P＜ 0.05。

表1	两组护理干预前后SAS及 SDS评分对比（x ±s，分）

组别 SAS 评分 SDS 评分

观察组（n=50）

治疗前 63.24±6.05 62.93±6.03

治疗后 30.22±3.08 29.63±2.87

t 6.081 6.274

P ＜ 0.05 ＜ 0.05

对照组（n=50）

治疗前 62.17±6.01 61.85±5.94

治疗后 44.62±4.17 42.48±4.16

t 5.127 5.649

P ＜ 0.05 ＜ 0.05

t 治疗前组间比较 0.647 0.872

P 治疗前组间比较 ＞ 0.05 ＞ 0.05

t 治疗后组间比较 4.821 4.873

P 治疗后组间比较 ＜ 0.05 ＜ 0.05

2.2 两组满意度对比

如表 2 所示，观察组的总体满意率相较于对照组更

高，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 0.05。

表 2		两组满意度对比 [n（%）]

组别 n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总体满意率

观察组 50 2（54.00） 2（44.00） 1（2.00） 0（0.00） 49（98.00）

对照组 50 1（26.00） 2（56.00） 7（14.00）2（4.00） 41（82.00）

X2

12.462

P ＜ 0.05

3 讨论
在临床中，虽然银屑病危机患者生命的概率非常小，

但此病属于慢性病，病情易反复使得患者迁延不愈，且

此病症的临床症状比较奇特，且伴随痛苦，使患者的生

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此病症一般表现为脱屑、红斑以

及瘙痒等 [3]，当患者久治不愈时，难免会造成患者出现

一些负性心理，从而加重患者病情。相关研究人员表明
[4]，银屑病主要是因遗传、生活环境、免疫以及心理等

多方面因素所致，所以，从心理护理干预方面着手，并

有针对性地对此症进行治护是关键。通过实施针对性心

理护理干预能够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采取针对性护理措

施，并能够从患者入院时、院内治疗过程中以及院外三

个时段分别进行针对性护理干预措施，从而使银屑病患

者能够得到全程的心理干预，使患者在整体治疗过程中

出现的负性心理得到有效控制，并控制病情的进一步恶

化。

本次研究中，观察组通过实施针对性心理护理干预，

其 SAS 评分、SDS 评分以及总体满意率均优于对照组，

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可见，针对性心

理护理干预能够有效针对患者出现的负性心理施护，可

有效改善患者的负性心理，从而改善治护环境，使患者

对治护更为满意。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银屑病患者采用针对性心理护理干预能

够使其负性心理得以改善，并能够提升患者的满意度，

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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