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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沟通及心理护理在焦虑症患者护理中的效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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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语言沟通和心理护理用于焦虑症的价值。方法：2020 年 7 月-2022 年 6 月本科接诊焦虑症病人 98 名，随机均分 2 组。试验组采取

语言沟通和心理护理，对照组行常规护理。对比 SDS 评分等指标。结果：关于 SDS 和 SAS 评分，在干预结束之时：试验组的数据分别是（32.14±3.69）

分、（35.34±3.91）分，和对照组（45.87±4.92）分、（47.58±5.03）分相比更低（P＜0.05）。关于满意度，试验组的数据 97.96%，和对照组 81.63%
相比更高（P＜0.05）。结论：焦虑症用语言沟通和心理护理，负性情绪缓解更为迅速，满意度改善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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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上，焦虑症十分常见，其发病和神经生化因素、心理因素、

遗传与神经影像因素等密切相关，可引起躯体与心理这两方面的症

状，如：心慌、口干、出汗、焦虑、气短、恐惧与室性早搏等，若

不积极干预，将会引起严重后果[1]。本文选取 98 名焦虑症病人（2020

年 7 月-2022 年 6 月），着重分析语言沟通和心理护理用于焦虑症

的价值，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20 年 7 月-2022 年 6 月本科接诊焦虑症病人 98 名，随机均

分 2 组。试验组女性 29 人，男性 20 人，年纪范围 21-65 岁，均值

达到（39.67±4.28）岁。对照组女性 28 人，男性 21 人，年纪范围

21-66 岁，均值达到（39.98±4.37）岁。纳入标准：（1）病人对研

究知情；（2）病人意识清楚；（3）排除恶性肿瘤者、孕妇与中途

转诊者。2 组年纪等相比，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2 组常规护理：用药指导、病情监测与注意事项告知等。试验

组配合语言沟通与心理护理：（1）用简明的语言，同时配以短视

频、PPT 或图册等，为病人讲述焦虑症的知识，告知治疗流程与目

的，介绍治愈的焦虑症案例，增强其自信。积极解答病人提问，打

消其顾虑。充分利用微信等软件，定期为病人推送健康资讯，以加

深病人对自身疾病与健康知识的认知度，促使病人形成良好的自我

保健意识。（2）做好病人家属与朋友的思想工作，嘱家属和朋友

多关心病人，多与病人沟通，多陪伴病人，让病人能够得到更多的

情感支持，从而有助于激发其治疗的信心。（3）主动和病人交谈，

了解其心理诉求，同时帮助病人解决心理问题。交谈期间，可酌情

运用肢体语言，如：眼神交流、握手或拍肩膀。鼓励病人，支持病

人。面对病人时，需保持良好的态度，要面带微笑，说话亲切。为

病人播放舒缓的乐曲，指导病人做深呼吸运动，促使其身体放松。

教会病人如何调整情绪，包括倾诉和冥想。（4）了解病人喜好，

为病人播放喜欢的乐曲，30min/次，2 次/d，让病人能够放松身心。

嘱病人保持愉悦的心情，可试着培养一些兴趣爱好，如：插花、阅

读或下棋等，目的在于陶冶情操。 

1.3 评价指标[2] 

1.3.1 用 SDS 和 SAS 量表评估 2 组干预前/后负性心理：各量表

都有 20 个条目，总分都是 80。低于 50 分，无负性心理，高于 50

分，有负性心理，得分越高，负性心理就越严重。 

1.3.2 调查 2 组满意度：不满意 0-75 分，一般 76-90 分，满意

91-100 分。对满意度的计算以（一般+满意）/n*100%的结果为准。 

1.4 统计学分析 

SPSS 22.0 处理数据，t 的作用：检验计量资料，即（ sx ± ），

χ2 的作用：检验计数资料，即[n（%）]。P＜0.05，差异显著。 

2 结果 

2.1 负性心理分析 

关于 SDS 和 SAS 评分，尚未干预之时：组间数据相比无显著

差异（P＞0.05），在干预结束之时：试验组的得分更低（P＜0.05）。

如表 1。 

表 1 统计负性心理评估结果表 （分， sx ± ） 

SDS SAS 组别 例

数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试验

组 

49 57.42±

6.89 

32.14±

3.69 

68.35±

7.42 

35.34±

3.91 

对照

组 

49 57.13±

6.43 

45.87±

4.92 

68.67±

7.28 

47.58±

5.03 

t  0.2541 13.5247 0.2657 14.0179 

P  0.1792 0.0000 0.1625 0.0000 

2.2 满意度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试验组：不满意 1 人、一般 13 人、满意 35 人，

本组满意度 97.96%（48/49）；对照组：不满意 9 人、一般 16 人、

满意 24 人，本组满意度 81.63%（40/49）。对比可知，试验组的满

意度更高（X2=7.2496，P＜0.05）。 

3 讨论 

医院精神科中，焦虑症十分常见，具有易复发和难治愈等特点，

可损害病人身体健康，降低生活质量[3]。语言沟通和心理护理乃新

型的专科护理方法，涵盖的是“以人为本”这种新理念，可从语言

交流、亲情支持、认知干预及心理疏导等方面出发，对病人施以专

业化的护理，以消除其负性心理，促进康复进程，改善预后[4]。本

研究，关于 SDS 和 SAS 评分，在干预结束之时：试验组比对照组

低（P＜0.05）；关于满意度，试验组比对照组高（P＜0.05）。 

综上，焦虑症用语言沟通和心理护理，负性情绪缓解更为迅速，

满意度改善更加明显，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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