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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护理联合心理认知干预对抑郁症患者心理波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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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市第三医院  浙江省 衢州市 324000） 
 

摘要：目的：探索综合护理联合心理认知干预对抑郁症患者心理波动的影响。方法：以 100 例我院在 2020 年 5 月--2021 年 7 月接诊的抑郁

症患者为研究对象，通过抽签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患者 50 例，观察组患者采用综合护理联合心理认知干预进行护理，对照组患

者采用常规护理方式进行护理干预，对比其护理效果。结果：经过护理干预后，2 组患者有明显改善，但观察组患者改善更好，抑郁、焦

虑评分少于对照组，组间数据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对抑郁症患者进行护理干预时，采取综合护理联合心理认知干预作用

明显，能显著改善患者焦虑、抑郁评分，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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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作和生活压力大，抑郁症患者每年都呈现出上升趋势，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抑郁症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疾病[1]。抑郁症是

情绪类疾病，主要与环境压抑、人际关系不畅、性格等息息相关，

临床表现为悲观、情绪持续低落、精神状态差等，抑郁症严重者甚

至出现自残、轻生等现象，对患者的生活和工作造成严重影响[2]。

本院选择 100 例抑郁症患者分组进行研究，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效果，

现作如下报告。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100 例患者采用随机抽签的方式进行分组研究，每组患者

50 例。观察组患者男性（n=20），女（n=30），年龄最小 13 岁，最

大 55 岁，均龄（41.28±1.03）岁，其中轻度抑郁症患者 15 例，中

度 30 例，重度 5 例。对照组患者男性（n=22），女（n=28），年龄

最小 14 岁，最大 54 岁，均龄（431.32±1.05）岁，轻度抑郁症患

者 16 例，中度 28 例，重度 6 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进行统计学分

析，无统计学差异，（p>0.05）。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干预进行护理，观察组患者采用综合

护理联合心理认知干预进行护理干预，具体如下：1、综合护理：

护理人员对患者的病情、基本资料做到心中有数，在护理时能以共

情心理同病人进行交流，获得患者的认可，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

护理人员要将患者当作亲人，对患者多一些关心和问候，使患者体

验到来自亲人的爱，同时为患者提供温馨、舒适的住院环境，使患

者能有好的心态接受治疗，同时清除病房内会对患者造成伤害的物

品，避免患者受到刺激做出自残和轻生行为。在饮食方面，由营养

师制定科学的饮食计划，并由专人负责患者的饮食，使患者在饮食

中也能体会到来自家人和护理人员的爱，从而提高生活激情。2、

心理认知干预：护理人员在和患者相处时保持足够的耐心和尊重，

多和患者进行沟通，在倾听患者主诉时不打断患者的述说，不对患

者的话语做出评价，但要对患者的述说做出回应；在倾听患者的心

理时，要对患者的遭遇或不公表示共情，从而引导患者抒发不良的

心理；在平时可为患者播放轻松、愉快的音乐，使患者心情保持愉

悦等。 

1.3 观察指标 

对比 2 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和焦虑抑郁评分，焦虑、抑郁评

分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和焦虑量表进行，得分越高，焦虑、抑郁

越严重，反之，则患者焦虑、抑郁程度较轻。 

1.4 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软件采用 SPSS21.0，计量采用（ sx ± ）

表示，行 t 检验，当 P＜0.05 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焦虑、抑郁评分对比 

护理前，观察组：焦虑评分（72.38±2.13），抑郁评分（69.59

±3.15）；对照组：焦虑评分（72.36±2.15），抑郁评分（69.62±3.13），

对比 2 组患者焦虑、抑郁评分，数据经分析无统计学意义，p>0.05；

护理后，患者焦虑评分如下：观察组（32.63±1.36），对照组（49.33

±3.12）；抑郁评分：观察组（33.61±1.22），对照组（46.33±2.69），

（t1=34.6954，p1=0.0000；t2=30.4510，p2=0.0000）。2 组数据经统

计学分析有意义，p<0.05。 

3 讨论 

工作节奏的加快和生活压力的加大，越来越多的人患上了抑郁

症，对患者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造成了不利影响。抑郁症作为一种

情绪功能障碍疾病，发病原因复杂多样，如不及时进行治疗，长期

发展甚至会使患者出现自残、轻生的行为，威胁患者的生命安全[3]。

抑郁症作为一种周期性疾病，在治疗的同时必须给予患者好的护理

措施进行护理干预才能使治疗有效果。综合护理是兼顾患者全方位

需求，以患者为中心护理模式，通过对患者多角度、全方位的护理

干预，使患者得以感受到来自家人和护理人员的人文关怀和爱，重

拾生活信心和激情，消除不良情绪的一种护理方法，效果明显[4]。

此次研究选择 100 例患者分别采用不同的护理方式进行护理干预，

在护理后患者均有所好转，但采用综合护理联合心理认知干预的观

察组患者效果更加突出，其焦虑、抑郁评分在护理后明显低于对照

组患者的评分，数据经统计学分析发现差异有意义，p<0.05。 

综上所述，在抑郁症患者的护理中，采用综合护理联合心理认

知干预效果显著，在临床有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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