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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分析心理护理干预对艾滋病患者的应用效果及对生活质量影响。方法：对 2020 年 3 月~2022 年 2 月在我院进行诊治的艾滋病患者 80
例作为本次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抽样法分为两组各 40 例，将实施常规护理的纳入对照组，同时将实施心理护理的纳入观察组，对两组护理效果进行探究。
结果：相较于对照组的各项结果，观察组患者的心理依从性 97.50%明显更高，同时患者护理后的 SF-36 评分明显更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对于艾滋病患者，实施心理护理干预具有显著应用效果，在改善患者心理依从性同时，有助于提升患者生活质量，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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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艾滋病是目前世界公共卫生问题，同样是世界卫生组织

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如何积极有效的预防以及控制艾滋病是当前
关键之一。对于艾滋病患者，由于疾病的严重程度以及预后情况，
导致患者的焦虑以及抑郁等不良情绪上升[1]。故积极有效的心理护
理干预对改善艾滋病患者的心理情绪尤为重要。本次研究将探讨在
我院进行诊治的艾滋病患者实施不同护理干预的效果。 

1 资料及方法 
1.1 资料 
将 2020 年 3 月~2022 年 2 月在我院进行诊治的艾滋病患者 80

例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采用随机抽样法分为两组各 40 例，将实
施常规护理的纳入对照组，同时将实施心理护理的纳入观察组。选
取标准：80 例患者均符合艾滋病的临床诊断标准；患者均自愿参与
本次研究且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合并严重呼吸系统、消化
系统以及神经系统等疾病史；合并智力障碍以及精神异常等疾病
史；临床资料不全者。 

【对照组】：男：女=25：15；年龄：58.78（±）2.14 岁；病程：
2.13（±）0.45 年。 

【观察组】：男：女=26：14；年龄：58.65（±）2.12 岁；病程：
2.22（±）0.42 年。 

组间资料对比，p 值＞0.05。 
1.2 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干预。在患者诊治期间，进行基础的疾

病宣教工作，同时给予基础的心理干预指导，后续的病情干预等。 
观察组：实施心理护理干预。主要包括： 
①强化健康教育。通过对艾滋病疾病的相关知识进行强化宣

教，以提升患者治疗的依从性。采用宣传栏、知识讲座以及视频宣

教等方式，讲解艾滋病的发病机制、诊治原则以及预防措施等。并
耐心解答患者的疑虑，针对患者的疑惑及时且全面性地解答，以提
升患者的治疗依从性。 

②耐心沟通。在患者诊治期间，护理人员需面带微笑接纳患者，
并根据患者的心理状态情况，实施针对性的沟通以及交流方式。在
与患者进行沟通时，需保持耐心以及细心，与患者产生共鸣。从患
者的角度出发，了解患者的实际需求，并提供针对性的指导意见，
以提升患者的自信心。 

③学会倾听。护理人员需通过耐心倾听以及理解，了解患者的
实际心理情绪。鼓励患者积极说出内心的想法以及感受等，并协助
患者采用正确的情绪宣泄方式，给予鼓励以及安慰等。同时在倾听
过程中，可采用肢体语言以及眼神等，给予患者心理支持，让患者
感受到温暖的同时，可提升患者治疗的自信心。 

1.3 观察指标 
①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的心理依从性。包括非常依从、部分依从

以及不依从三项。 
②对比分析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生活质量评分情况，采用

SF-36 评分表进行评定，总分为 100 分，评分越高说明生活质量改
善程度越高[2]。 

1.4 统计学 
用 SPSS20.0 软件处理，用（ sx ± ）表示计量资料，采用 t 检

验。用 n（%）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X 2
检验，P＜0.05 表示具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心理依从性为 97.5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85.0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两组患者心理依从性对比[n（%）] 

组名 例数（n） 非常依从 部分依从 不依从 依从性 
观察组 40 25（62.50） 14（35.00） 1（2.50） 39（97.50） 
对照组 40 20（50.00） 14（35.00） 6（15.00） 34（85.00） 

x2 值 - - - - 3.9139 
P 值 - - - - 0.0479 

观察组患者护理后的 SF-36 评分较对照组的明显更高，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 2：护理前后两组患者 SF-36 评分对比（ sx ± ，分） 
SF-36 评分 组名 例数（n）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40 67.24±2.22 81.51±2.23 
对照组 40 67.28±2.24 76.42±2.20 

t 值 - 0.0802 10.2766 
P 值 - 0.9363 0.0000 

3 讨论 
随着生活水平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艾滋病的发病率呈现逐年

上升趋势，目前已成为危害公民安全以及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
[3]。艾滋病对患者的日常生活以及工作等均产生巨大影响。故对于
艾滋病患者，如何改善日常心理情绪以及提升生活质量尤为重要。
本次研究针对在我院进行诊治的艾滋病患者展开讨论，结果得出心
理护理干预具有显著效果。通过对艾滋病患者进行积极的心理干预
措施，从强化日常健康教育开始，采用不同方式进行有效的疾病宣
教，进而提升患者治疗的自信心以及依从性[4]。同时针对患者的心

理情绪以及状态实施针对性的心理指导干预，在保证患者情绪得到
舒缓的同时，对日常生活质量的提升具有显著价值。 

综上所述，对于艾滋病患者，实施心理护理干预措施具有重要
意义，在提升患者的心理依从性的同时，可显著促进患者日常生活
质量的改善，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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