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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在临床上较为常见，这种疾病是患者的情感

和心境发生改变所引发的一种精神障碍性疾病，患者的

认知和行为以及心理等多方面内容都会在抑郁状态下产

生极大的改变，对于患者的日常生活会产生极大的影响。

患者在发病后主要表现为情绪低落以及兴趣缺乏 [1]，在

对患者进行护理时，护理人员需要针对患者开展有效的

认知性心理护理，进而使患者的临床症状得到改善。心

理护理在近年来的医疗环境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

这是一种在疾病中专门建立的一套标准的治疗模型和程

序，是临床上应用较为广泛的综合临床医疗模式 [2]，通

过医学指南的方式规范医务人员的医疗行为，有助于使

护理质量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并且还能最大限度地降低

患者的医疗成本，对于临床疾病的管理以及控制来说极

为重要。在心理护理中，医疗指南中的内容较为详细并

且十分简单易学，有助于医务人员对特定疾病进行有效

的管理，并且与其他科室开展配合 [3]。1

一、老年抑郁症患者的心理特点

老年人群在日常生活中是抑郁症的高发人群。老年

人由于缺乏子女关爱以及患有各种慢性疾病，导致在日

常生活中的自我管理能力下降。影响患者的情绪，最终

引发抑郁症 [4]，并且慢性疾病和原发性疾病会加剧抑郁

症的发生。在对患者进行个性化护理时，护理人员通过

与患者的有效沟通，能够最大限度的保障患者，在接受

护理时个体状况得到改善，并使患者的不良情绪得到恢

复，针对性的疏导患者的不良情绪，对于患者的治疗工

作开展来说具有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 [2]。抑郁症在临床

上较为常见，这种疾病是患者的情感和心境发生改变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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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的一种精神障碍性疾病，患者的认知和行为以及心

理等多方面内容都会在抑郁状态下产生极大的改变，对

于患者的日常生活会产生极大的影响 [5]。老年患者在发

病后主要表现为情绪低落以及兴趣缺乏患者，若病情严

重还有可能出现轻生的念头，采用常规药物对老年抑郁

症患者进行治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患者的病情，但

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患者存在的认知偏差的问题。其实

有很多人都不了解抑郁症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疾病。其实

抑郁症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心情不好，很多人对于抑郁症

的认知只是认为这种疾病就是矫情，在日常生活中自己

吓自己，其实这对于老年抑郁症患者来说是极为不尊重

的。其实老年抑郁症患者的内心世界是极为阴暗的，在

抑郁的时候患者会觉得整个世界都是黑暗的，无论是社

会还是人，都会让患者感觉到极为害怕在日常生活中缺

乏安全感，而自己的疾病不被他人所理解，患者在日常

生活中很容易出现轻生的想法。对于患者来说活着本身

就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但很多患者怕的并不是死亡，而

是在死亡后亲人会因为自己的死亡伤心。受到外界评论

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患者会感觉自己极为孤独，在面对

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有深深的无力感。

二、老年抑郁症患者心理护理的必要性

在近年来我国医疗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医疗成

本的提升也直接提高了，患者需要承担的医疗费用，但

人们对于护理工作的要求也在不断提升，一方面为了满

足患者的临床要求，另一方面降低医疗成本，医院需要

实行有效的护理管理。护理路径在实施过程中通过建

立重组流程并降低多余的流程，将心理护理表应用于

其中，能够针对特定疾病或者手术做出相应的护理规范

化的管理，保障各个部门配合的同时还能够有助于提高

医疗效率，使患者对于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得到提升。心

理护理是一种能够兼顾效率和成本的新型管理模式，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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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符合我国国情，值得在临床医疗环境中进行推广与应

用。

现代社会的医疗整体水平有明显提高，而在这样的

背景下，人们对于医疗护理工作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

为了满足现代人群对于护理工作的高要求，医院方面针

对医护管理工作进行了相应的优化，在上世纪 70 年代美

国的医疗中心中，首次将健康照护系统与心理护理进行

结合，发现在开展护理工作中这项护理方案能够有助于

使护理质量得到提升，一方面降低了护理成本，另一方

面还控制了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医疗费用，效果应用良

好。在治疗的同时告知患者治疗的方式和整个过程，并

讲解疾病的发生原因，通过沟通来了解患者的心理状态，

讲解医院的环境和设施，让患者对医院的陌生感减少，

放下心理芥蒂主动和护理人员交流，将心中想法表达出

来，帮助了解其内心活动，寻找导致其焦虑的具体原因，

给予对应的疏导。心理护理在使用过程中整体来说使用

费用较低，并且容量较大，产生的临床变异状况较少，

在进行患者的临床治疗时，其中存在一定的规律，能够

遵循。医务人员可以根据患者的治疗经验开展护理工作，

保障患者的康复质量。在评价过程中工作人员需要记录

以往患者的平均住院费用和天数，如果患者在住院期间

没有出现其他的并发症或者其他的特殊状况，在进行患

者的医治时，可以按照这些平均数值对患者做出相应的

护理。

三、老年抑郁症患者心理护理方法

首先在医院内部需要建立由院长和护理主任等工作

管理人员组成的心理护理实施监督委员会，对医院内的

心理护理工作进行相应的协调并制定有效的管理流程和

政策，在心理护理的运行过程中，由小组做好进一步的

监督管理。工作人员需要设置合理的应用条件，在合适

的手术或者疾病中，合理将心理护理应用于其中，工作

人员可以通过文献的方式建立心理护理管理表，并分析

在以往的心理护理应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针对心理护

理的模式做出进一步的评估。在开展心理护理的管理工

作是工作人员需要建立完整的医治措施，针对患者的个

体状况进行评估，开展对应的饮食护理和健康宣教等内

容，这样能够保证患者在治疗期间的医治效果。在开展

患者的心理学护理时，护理人员需要做好知识的有效普

及，为患者普及关于抑郁症的相关知识，并列举一些成

功的治疗案例，通过这种方式使患者的治疗信心得到提

升，对于改善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和改善后期治疗效果来

说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在开展患者的知识普及是护理人

员需要针对患者的教育背景以及认知程度进行分层次的

宣教，积极为患者讲解各种抑郁症的并发症特点，普及

抑郁症的健康知识，以及抑郁症在治疗过程中的各种注

意事项，最大限度的消除患者对于疾病的担忧，使患者

更加清晰的了解并认识这种疾病有助于改善患者的情绪

状态，而在患者了解这种疾病后，对患者进行进一步的

教育引导，则能够使患者建立信心使患者的康复质量得

到保障。

等待患者的病情得到有效控制后，选择患者情绪平

和的时间与患者进行沟通交流。护理人员在与老年患者

进行交流时，可以积极询问老年患者在住院期间的感受，

是否能够适应住院生活，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是否能够得

到子女的关爱等话题，通过与老年人的积极交流，能够

了解患者的内心状态。根据患者在内心的矛盾情绪为患

者进行简单的疏导，护理人员可以主动关注患者的主观

感受，通过鼓励和劝告的方式倾听患者的诉说，并且尊

重患者对于事件和世界的看法，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分散

患者的注意力，并获得来自于患者的信任。在患者治疗

期间，如果患者表现出了各种积极的行为，例如主动用

药和主动与护理人员进行沟通，护理人员需要肯定患者

这种行为，这样能够使患者提高自身的自我感知，护理

人员还可以组织患者与患者家属共同完成各种协作游戏，

帮助患者转移自身的悲伤情绪，通过这一方面使患者的

不良情绪得到有效的疏导。

护理人员需要了解患者的具体情况，给予言语上的

支持与鼓励，并告知其抑郁症的危害和具体发生原因，

取得患者的信任和配合，让家属多和患者沟通，了解其

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让患者意识到正常行为和病态行为

的区别，以正确的心态面对工作和生活。在开展患者的

行为干预时，需要了解患者的精神状态以及情绪护理人

员需要改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对于治疗和护理的行为状

态，使患者了解在康复期间应当如何配合治疗工作的开

展，护理人员可以指导老年患者在日常的生活中做好自

身的状态调整，了解老年人群的生活习惯和运动习惯，

帮助患者建立良好的情绪状态，可以选择散步或者打太

极等运动训练，帮助患者对自身的不良生活习惯和饮食

方式进行控制，使患者的消极情绪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通过这种护理模式能够使患者的情绪状态得到改善，保

持患者的情绪愉悦。

定期开展患者交流座谈会，让同样病情的患者互相

交流，讲述内心状态，有助于患者之间互相鼓励和加油，

也可以通过写日记的方式让患者将情绪释放出来，播放

舒缓的音乐，尽早消除患者的不良情绪。在对患者进行

实际护理时，护理人员需要开展关注服务和亲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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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护理内容需要与患者进行有效的交流，通过情感交

流使患者了解护理工作的重要性。而护理人员在与患者

进行交流时，应当掌握患者的心理状态和变化因素，尽

可能采取有效的措施对患者的心理状态进行干预，消除

患者的不良情绪，对于患者的抑郁症状改善来说有积极

意义。医务人员还需要为患者进行简单的指导，告知患

者应当进行有效的自我训练，可以选择按摩、读书和泡

脚的方式来放松自己，使患者尽可能放下心理的压力，

消除患者的不良情绪，有助于促进患者的睡眠。

而在开展患者的共情护理时，护理人员需要设身处

地的考虑老年抑郁症患者的情绪，切不可以随意的态度

面对患者或者为患者进行关于抑郁症的疾病讲解，否则

有可能会导致反作用的发生。护理人员需要与患者家属

进行沟通，告知患者家属尽量设身处地的为患者考虑，

而并非觉得患者是在“发脾气”、“心情不好”，通过这种

方式则能够改善患者周围人群对患者的看法，使患者的

情绪得到优化。

按照患者病情的不同进行不同音乐的播放，针对情

绪比较低落的患者，给予能够让人心情愉悦和轻松的音

乐，包括《梅花三弄》《二泉映月》《平沙落雁》《梁祝》

和《草木青青》《春风得意》《江南好》《胡筛十八拍》，

将所有音乐串联至 40 分钟的 MP3 格式，在患者午休以及

睡眠前，或者在血液透析治疗期间引导患者进行聆听，

患者每日治疗一次，每次治疗时间为 40 分钟，在对患者

进行治疗时，需要将音乐量控制合适保持患者的舒适，

避免患者由于音乐吵闹而出现焦虑的情绪，在对患者进

行治疗时需要保持周围环境的光线柔和以及环境的整洁

安静，尽量降低外界因素对患者治疗产生的干扰，尤其

需要避免患者情绪波动过大而导致治疗效果受到影响。

而如果有失眠的患者，就需要给予比较舒缓的音乐，忧

郁的患者可播放节奏和旋律比较舒适的音乐，并在播放

的时候不要去打扰，给患者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才能

用心去欣赏和聆听，播放时音量适中，每次 10 分钟，每

天 3 次即可。

四、总结

心理学护理是近年来提出的一种新型护理方案，这

种护理方案是指在传统的护理方法的基础上增加对患者

心理状态的关注，基于患者对应的关怀与帮助，能够对

患者的健康恢复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抑郁症对于患者

来说还会对其工作和生活产生影响，尤其是在治疗过程

中患者更加容易出现焦虑和恐惧的负性情绪，对于患者

的预后恢复会产生极大的影响，所以患者在接受治疗期

间，需要由护理人员提供更加科学合理的心理学护理，

缓解患者存在的焦虑情绪。针对抑郁症科门诊患者的个

体状况，选择个性化的心理学护理是近年来临床护理工

作中一项十分重要的护理内容，相关工作人员需要了解

护理工作的特点并对其进行进一步的优化，只有这样才

能够使护理工作的整体质量得到提升，这有助于促进我

国未来的心理学护理的综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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