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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分析渐进式引导护理对双相情感障碍狂躁症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方法：研究伊始时间为 2020 年 9 月，结束时间为 2021 年 10 月，

通过电脑程序作用下在该时间段内选择我院接受治疗的 76 例双相情感障碍狂躁症患者作为入组成员，区分为了两个组群，分别为对照组共计 38 例

使用常规护理，以及观察组共计 38 例使用渐进式引导护理，对两组患者的最终干预成效进行比较。结果：干预前 WMS 以及 BRME 评分两组别之间

不存在差异（P＞0.05），干预后 WMS 最终分值更高的一个组别为观察组，BRME 更低的一个组别为观察组（P＜0.05）。结论：针对于出现双相情感

障碍狂躁症的患者而言，对其按照渐进式引导护理模式在开展相应的护理干预工作，是一种值得临床实际推广与使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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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相情感障碍是在神经系统疾病之中习见的一种，该疾病的出

现比较复杂，临床研究显示其与患者的遗传、生物化学以及神经内
分泌等较多因素之间都有着较大的关联性[1-2]。药物治疗是临床上所
开展的常规治疗，但是若想要达到最佳的干预效果，就需要配合相
应的护理干预模式对其进行治疗，渐进式引导护理就是被广泛应用
在临床中的一种护理模式[3]。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伊始时间为 2020 年 9 月，结束时间为 2021 年 10 月，分

别为对照组共计 38 例使用常规护理，以及观察组共计 38 例使用渐
进式引导护理，20 例和 18 例分别为对照组男女患者数值，24 岁至
68 岁为其年龄，均值（46.29±2.08）岁，2 年至 11 年为其病程，
均值（5.15±0.36）年；21 例和 17 例分别为观察组男女患者数值，
23 岁至 68 岁为其年龄，均值（46.54±2.17）岁，均值（5.81±0.25）
年；将基线资料进行两个组别之间的比较，没有差异（P＞0.05）。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归属于对照组的患者，对其按照常规护理模式进行相应的护理

干预工作。 
1.2.2 观察组 
归属于观察组的患者，对其按照渐进式引导下的护理模式进行

相应的护理干预工作，所涉及的护理工作内容如下：（1）提供温馨
环境：护理人员需要为患者的病房进行精心的布置，保证室内拥有
充足的光线，并且每天都需要保持一定时间的开窗通风，并在房间
之中添置绿植与花卉，让病房之中的温馨感与舒适度增加。在患者
睡眠的时候护理人员需要增加巡回的次数，避免在该时间段发生安

全隐患相关问题，若患者所拥有的睡眠质量相对较差，则可以为其
在睡前播放轻音乐，让患者能够尽快入睡。（2）维护护患关系：护
理人员应该与患者之间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增加与患者良好的沟
通，并在此过程中对患者各项基本信息进行了解，并且在与患者沟
通的过程中需要以更加耐心的态度对待，认真倾听患者所讲述的自
己内心的看法，并引导患者能够正确的进行情绪的宣泄。（3）加强
情感支持：护理人员需要对患者的情绪变化情况进行观察，并邀请
患者家属对患者进行探望，同时对家属进行干预，让其能够为患者
提供家庭支持。并且护理人员需要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增加家属
探望的次数，从而使得患者拥有充足的来自家庭的情感支持。 

1.3 观察指标 
（1）认知功能与躁狂症状：针对于患者所存在的认知功能水

平以及躁狂症症状表现进行两个组别之间的比较，其中前者主要是
通过为韦克斯勒记忆量表（WMS）的标准进行评估。 

1.4 统计学方法 
把取得的正确数据带入 SPSS221.0 系统软件中进行计算，计量

资料用作（ sx ± ）表示，待 t 检验，计数资料经过 x2 检验，让（%）
表示，P 值来衡量检验结果，组间数据存在差异则用 P＜0.05 表示，
具有统计学价值。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患者的认知功能与躁狂症症状评分 
由表 1 结果所示，干预前 WMS 以及 BRME 评分两组别之间不

存在差异（P＞0.05），干预后 WMS 最终分值更高的一个组别为观
察组，BRME 更低的一个组别为观察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表 1 对比两组患者的认知功能与躁狂症症状评分（ sx ± ，分） 

WMS BRME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38 63.89±8.24 85.97±9.62 33.67±4.25 18.31±3.15 
对照组 38 63.65±8.67 72.68±7.53 33.26±4.62 23.97±4.25 

t  0.123 6.706 0.005 6.595 
P  0.901 0.000 0.995 0.000 

3 讨论  
对于出现双相情感障碍躁狂症的患者而言，其出现疾病症状发

作的时候所出现的常见症状就是认知损害，并且该症状的产生不仅
会对患者的心理状况产生较大的影响，同时还有可能导致患者的病
情程度不断加深。根据临床的相关研究结果中显示出，发生上述疾
病症状的患者其冲动性与认知功能水平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
性，所以为了能够让患者的疾病症状得到缓解，需要将患者的认知
功能水平进行提升，并保证患者拥有良好的心理状态。 

对于临床所开展的常规护理模式而言，其所涉及的护理干预方
面相对来说比较单一，并且没有对患者的心理状态进行更加有针对
性的护理与干预工作，没有办法掌握患者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其心
理情绪的变化以及病情的变化程度，导致患者的治疗无法顺利开
展。但是在渐进式引导的护理干预模式下，其所尊崇的原则是循序
渐进，需要根据患者现阶段的实际需求以及心理状态情况出发，逐

渐将患者的认知功能与水平进行提升。 
综上所述，针对于出现双相情感障碍狂躁症的患者而言，对其

按照渐进式引导护理模式在开展相应的护理干预工作，让患者所拥
有的认知功能的水平提升到新的阶段，对患者所存在的狂躁症相关
症状均起到了良好的缓和效果，是一种值得临床实际推广与使用的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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