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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本研究探讨分析急诊创伤患者应用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对其焦虑与抑郁情绪的干预效果。方法：本研究中的调查对象为 2021 年

1 月~2024 年 1 月期间在我院治疗的急诊创伤患者 120 例，其中 60 例对照组患者应用常规治疗干预方案，60 例观察组患者合并应用焦点解

决短期治疗，以随机数表法作为分组方法，比较分析两组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干预效果。结果：观察组患者的焦虑情绪评分与抑郁情绪评

分均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对急诊创伤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干预效果较为突出，可显著缓解患者的焦虑抑郁情

绪，改善患者的负面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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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持续提升，随着交通网

络的发展与完善社会公众的日常生活方式也随之转变，

但与此同时因不同原因而导致的创伤患者数量越来越多
[1]。根据相关研究显示，在急诊或者门诊的首诊病例中因

外伤而导致的患者数量占比相对较高，其中交通事故上

与跌倒上是急诊创伤患者的主要致伤原因，此类患者在

治疗过程中会因担忧病情或者治疗情况而出现一定的负

面情绪，其中以焦虑与抑郁情绪发生率最高[2]。焦点解决

短程治疗作为心理干预模式主要强调解决患者的实际问

题，在应用过程中共分为五个阶段，分别为问题描述、

目标构建、探索例外、给予反馈、评估进步，在应用过

程中着重强调尊重患者的个体差异性，在展开心理疏导

时引导患者向积极方向思考，逐渐树立信心。本研究探

讨分析急诊创伤患者应用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对焦虑抑郁

情绪的干预效果，具体情况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本资料 

本研究的调查时间为 2021 年 1 月~2024 年 1 月，调

查对象为上述期间在我院治疗的急诊创伤患者，将纳入

研究的 120 例患者平均分为两组，分组标准为随机数表

法，每组包含患者 60 例，具体情况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两组患者的基本资料情况 

性别（n） 年龄 致伤原因 
组别 例数（n） 

男性 女性 范围 平均 交通事故伤 高空坠落伤 锐器伤 其他 

对照组 60 47 13 29~69 43.82±11.35 26 11 10 13 

观察组 60 46 14 28~71 44.02±11.82 27 12 9 12 

X2/t 值 - 0.048 0.695 0.155 

P 值 - 0.827 0.064 0.085 

由表 1 可知，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并不具备统计学

差异，因此具有可比性（P＞0.05）。本研究内容符合医

院伦理委员会的审查标准。 

纳入标准：①所有患者均在急诊治疗，并且因机械

性因素而导致创伤；②患者并未出现意识障碍；③患者

自愿参与；④患者中途未退出研究。 

排除标准：①患者在我院就诊时创伤时间已在 12 小

时以上；②患者在我院急诊治疗前已在外院接受治疗；

③患者患有恶性肿瘤疾病或者认知障碍疾病；④患者的

心理状态不正常或存在精神疾病；⑤患者中途退出本研

究；⑥患者的一般资料不完善。 

1.2 研究方法 

1.2.1 对照组方法 

对照组患者应用常规急诊治疗干预，在治疗过程中

同时需要为患者和家属展开健康指导与心理护理，通过

宣传手册与健康会议等方式提高患者对创伤情况的认

知，并通过关怀与鼓励引导患者树立治疗信心，缓解不

良情绪。 

1.2.2 观察组方法 

观察组患者则在对照组方法基础上应用焦点解决短

期治疗，在急诊科构建专业的心理干预小组，选择小组

中拥有心理学习背景或者临床经验丰富的医护人员形成

专业化的心理小组，在开展治疗前进行系统化的心理培

训。具体治疗情况要点如下：①问题描述：在治疗正式

开始前，医护人员需要评估患者的心理状态，从本质出

发了解患者的真实需要，在患者描述时需采用积极的引

导策略，从而构建良好的医患沟通关系。医护人员可应

用手机录音等方式记录患者的想法，并将存在疑问或者

表达自身心里的语句单独总结，由心理干预小组共同研

究，从而明确目前患者的心理情绪问题。例如“目前您

认为自身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您希望在治疗过程中可以

获得哪些方面的帮助”；②目标构建：在总结患者目前的

心理问题后，将问题明确并客动化，通过想象交流等方

法引导患者表达自己解决问题的思路，以患者的实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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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为基础，与患者共同构建恰当可行的管理目标。例如

“在治疗过程中，家人和朋友来看望时最想对他们说什

么呢”“假如每天都会有很大进步时，你最期盼的事情是

什么？”；③探索例外：在明确目标后应用例外式询问模

式引导患者认知自身所在意的问题重要性并不高，并且

在问题解决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定的问题或者阻碍，

为此患者需要不断提高解决问题与随机应变的能力。如

“在生病前您觉得做什么事情最开心呢？最喜欢做什么

呢”“遇到这种问题您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呢？现在您觉得

如何能够更好的解决问题呢”“您之前意外但是最成功的

事情是什么”此外。医护人员可构建并有微信交流群让

患者在群中交流自身遇到的共性问题，相互学习经验并

且鼓励加油，通过榜样案例或者他人经验让患者更好的

面对可能出现的问题[3]；医护人员还可逐渐探索适合患者

应用的问题解决方法以及转移注意力的小游戏，例如切

西瓜或者智能拼图等，让患者在玩游戏的过程中获得乐

趣、逐渐放松。④给予反馈：在患者对所遇到的问题或

者设定目标进行努力的过程中医护人员应积极的反馈，

根据患者的回报或者问题解决情况进行言语表扬或者行

动表扬，以此激励患者充分发挥潜能。如果患者所设置

的目标未达到预期完成效果时，医护人员应与患者共同

反思并重新设定目标，例如医护人员可为患者发放依从

性调查卡片或者小礼品，由此表扬患者；如果患者未达

到目标时，医护人员应耐心的引导患者通过假设性问题

或者角色扮演等方式逐渐转变思维方式或者认知模式。

⑤评估进步：医护人员需应用刻度化询问模式帮助患者

更好的进行自身改变情况的评价，而后进行肯定性的表

扬。 

1.3 观察指标 

本研究中的观察指标为两组急诊创伤术后患者的焦

虑情绪与抑郁情绪情况，应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

郁自评量表（SDS）评估患者的情绪状态。在患者治疗前

后进行两次问卷调查，两个量表均包含 20 道题目，每道

题目的分值在 1～4 分，患者总分值 SAS 超过 50 分、SDS

超过 53 分时代表存在焦虑、抑郁情绪，分数较高时则代

表患者的情绪越为强烈。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9.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

用均数±标准差（ sx ± ）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

样本 t 检验，组内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率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X2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两组患者在治疗的心理情绪评分情况并未呈现显著

的统计学差异，但在治疗观察组患者的焦虑评分与抑郁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详见表 1(P＜0.05)。 

表 1 两组急诊创伤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评分情况（分） 

焦虑评分 抑郁评分 
组别 例数（n）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60 64.12±4.37 51.27±2.61 62.26±4.36 54.08±2.44 

观察组 60 63.78±4.28 47.23±2.64 61.72±4.05 48.17±2.21 

t 值 - 0.377 7.381 0.615 12.176 

P 值 - 0.705 0.000 0.539 0.000 

3 讨论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与推进，人

们的生活方式发生显著改变，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也进

一步发展，当前急诊中因交通事故或者跌倒等原因而导

致的创伤患者数量越来越多，在青年人群中创伤逐渐成

为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4]。在急诊创伤患者的治疗体

系中有效的治疗方案是影响治疗效果的关键内容，目前

的急诊治疗以患者对症治疗为主，绝大多数患者在入院

后会出现一定的负面心理情绪，但并未结合对应的治疗

手段。焦点解决短期治疗主要强调以患者的思维为出发

点，相信患者的潜能可解决问题，在应用过程中具有治

疗周期较短并且疗效显著的优势。 

本研究调查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在接受焦点解决

短期治疗后焦虑与抑郁情绪均有所改善，相比较于对照

组患者而言得到显著缓解(P＜0.05)。 

综上所述，焦点短期解决治疗对急诊创伤患者焦虑

抑郁情绪具有显著的干预效果，可促进患者负面心理情

绪情况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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