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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相情感障碍躁狂发作患者治疗中行系统护理的效果评价 
杨寅寅 

(内蒙古通辽市第三人民医院（通辽市精神卫生中心）心身医学科  内蒙古通辽  028000） 

摘要：目的：分析双相情感障碍躁狂发作患者治疗中行系统护理的临床效果。方法：选择 2023 年 2 月至 2024 年 2 月本院接诊双相情感障

碍躁狂发作患者 60 例进行研究，随机分为对照组（常规护理）和观察组（系统护理），各 30 例，比较护理效果。结果：观察组护理后记忆

能力及智商均好于对照组，P<0.05。结论：对双相情感障碍躁狂发作患者应用系统护理的效果较佳，可以帮助改善患者的记忆能力，也能

促使其智力水平得到改善，认知状况有所恢复，临床应用价值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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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上，双相情感障碍属于一种心境障碍疾病，

患者主要会出现心境低落或异常高涨的状况，受到疾病

的影响，患者的认知功能会受到较为显著的损伤，一方

面导致患者生活质量降低，另一方面也致使患者家庭及

社会承受着较重的负担，所以要重点关注对于此类患者

认知功能的改善。当前临床一般会选择使用药物、电刺

激疗法等进行干预，尽管患者的认知功能可以获得不同

程度的转好，不过在暂停治疗之后，受到患者自身心理

负担及压力的影响，家庭及社会多种因素的作用，患者

复发风险较高，若在实际治疗进行的时候，心理及外部

环境不佳，则以上治疗方案也难以达成较佳的干预效果
[1]。所以，建议在对症治疗开展的同时加强护理干预，从

而实现疗效的巩固，保障患者能逐渐获得有效的恢复。

因此本文重点分析双相情感障碍躁狂发作患者治疗中行

系统护理的临床效果，以期为相关患者的临床护理提供

一定的借鉴，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23 年 2 月至 2024 年 2 月本院接诊双相情感

障碍躁狂发作患者 60 例进行研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

察组，各 30 例。对照组：男女人数 17:13，年龄 33-71

（43.51±3.46）岁。观察组：男女人数 18:12，年龄 34-70

（43.42±3.52）岁。两组资料比较未见显著差异，P>0.05。

研究选入患者均于临床确诊，满足疾病相关诊断标准，

且临床资料完整，患者及家属对研究内容清楚了解，自

愿参与。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护理人员需要定期进行巡

视，对于患者体征方面出现的改变进行观察、记录，同

时基于患者疾病状况的发展，科学调整患者实际用药剂

量，保证可以实现安全、合理用药。加强对患者的观察，

留意患者的状况，一旦有异常情况出现，需要第一时间

进行调整。 

观察组：采用系统护理，具体如下： 

（1）护理人员需要做好患者的接待工作，为患者及

家属对院内情况等进行介绍，帮助患者更快地对病房进

行适应，使其内心的恐惧及陌生感得到减轻。布置好患

者的病房，适当调整环境，对床位进行整理，保证环境

的干净卫生，提升患者的舒适度，同时基于患者实际情

况确定护理方案。（2）加强患者的心理护理。对患者躁

狂的情况进行观察，主动和患者接触，尽量增加双方的

交流，提升患者的信任度。另外对于患者及家属的问题

需要及时进行解答，将患者错误的认知进行纠正，也要

积极鼓励患者，使其可以主动将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

以此帮助护理人员更好地掌握患者的护理需要，同时最

大程度进行满足，以此使其保持较为积极的态度[2]。（3）

对患者的个人信息进行了解，根据患者的文化水平选择

合适的方式进行健康教育，以此促使患者对于疾病有更

多的了解，也使其治疗信心得到提升，帮助患者可以正

视疾病。在进行教育的过程中，可以借助宣传手册、视

频播放等，以此最大程度帮助患者对相关知识进行理解，

也可以介绍以往的成功案例，从而稳定患者状态，提升

其治疗信心[3]。（4）做好患者的康复训练。从实际出发确

定康复方案，并需要考虑到患者的兴趣偏好，选择合适、

简单的活动来开展。若患者表现良好，则需要及时表扬，

若患者出现错误行为，则需要进行纠正及指导，促使其

思维能力得到加强。在康复的各个阶段，需要动态调整

方案，加强对患者思维的锻炼，促使患者的记忆水平得

到提升[4]。 

1.3 观察指标 

①记忆能力：以韦氏记忆量表（WMS）完成评估，

涉及 4 个类目，得分越高则记忆能力越好。②智商：以

韦氏成人智力量表（WAIS-RC）完成评估，涉及 3 个类

目，得分越高则智商越高。 

1.4 统计学方法 

应 用 SPSS 26.0 统 计 分 析 数 据 ， 计 量 数 据 记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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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x ± ），行 t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记忆能力比较 

见表 1。 

表 1 两组记忆能力比较（ sx ± ，分） 

长时记忆 短时记忆 瞬时记忆 记忆商数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30 37.32±5.41 40.65±4.53 52.34±5.72 57.41±5.46 11.43±2.17 13.45±2.26 93.62±10.85 
102.93±

11.51 

对照组 30 37.43±5.35 38.51±4.76 52.43±5.61 54.62±5.93 11.34±2.06 12.17±2.25 93.76±10.84 96.52±11.13 

t  0.064 2.573 0.061 2.754 0.052 3.391 0.034 3.225 

P  0.957 0.012 0.956 0.005 0.953 0.000 0.976 0.001 

2.2 两组智商比较 见表 2。 

表 2 两组智商比较（ sx ± ，分） 

操作智商 言语智商 智商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30 102.35±9.26 110.61±10.54 103.32±9.75 108.42±9.63 102.42±9.13 109.45±8.96 

对照组 30 102.41±9.34 104.52±10.03 103.44±9.81 104.65±9.52 102.37±9.04 103.12±9.03 

t  0.032 3.381 0.037 2.234 0.010 4.013 

P  0.975 0.000 0.976 0.023 0.994 0.001 

3 讨论 

双相情感障碍是较为多见的一种精神类疾病，当患

者有躁狂发作的状况出现时，表现得较为显著，同时受

到不良情绪的影响，其家庭关系及生活质量都会出现问

题，并且认知水平产生障碍，智力水平降低。当前临床

多选择药物治疗，以此来控制疾病，尽管此种治疗方案

可以帮助改善患者的状况，但不利于患者认知能力的恢

复，所以需要加强相应的护理干预，以此促使患者的预

后得到改善[5]。 

系统护理的优势较为突出，患者入院之初进行综合

评估，帮助护理人员对患者的情况进行了解，随后形成

个性化的护理方案。做好患者病房的布置，保证患者的

居住舒适度，同时减少外界不良因素的负面影响。对患

者实施心理护理，促使其不良情绪得到减轻，心理状态

逐渐恢复正常，心理问题减少，可以改善躁狂的状况，

患者的依从性得到提升[6]。此外，健康教育的进行可以使

患者及家属对于疾病更为了解，有助于其平复状态，情

绪状态得到改善。加强患者的康复锻炼，能使其更快恢

复，早日出院。随着系统护理的实施，患者的状况得到

明显改善，且此种护理模式的目的性及计划性可以得到

保障，患者后续可以更好地恢复，护理工作也能顺利开

展[7]。 

结果显示，观察组护理后记忆能力及智商均好于对

照组，P<0.05。综上，对双相情感障碍躁狂发作患者应

用系统护理的效果较佳，可以帮助改善患者的记忆能力，

也能促使其智力水平得到改善，认知状况有所恢复，临

床应用价值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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