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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护理干预对抑郁症患者服药依从性及 SF-36 评分的影响 

陈星宇 

(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  四川  成都  610000) 
 

摘要：目的：探讨叙事护理干预对抑郁症患者服药依从性及 SF-36 评分的影响。方法：选取我院 2020 年 2 月到 2021 年 7 月收治的抑郁症患者 300 例进
行研究,平均分为两组,其中对照组 150 例,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 150 例,给予叙事护理。比较两种护理手段对抑郁症患者服药依从性及 SF-36 评分的影响。
结果：叙事护理干预之后，观察组患者的服药依从性均高于对照组，叙事护理干预之后，观察组患者的 SF-36 评分高于对照组，2 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结论：叙事团体心理治疗干预应用于抑郁症患者，可以提高患者服药的依从性，提高患者的 SF-36 的评分，值得推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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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是当下人们常出现的心理疾病之一，归属于精神疾病的

范畴。虽然身体健康非常重要，但人们的心理状况也是需要特别关
注的一个方面，尤其是对抑郁症患者来说，心理上的健康更为重要
[1]。在对抑郁症患者的护理上，仅采用常规的护理方式是达不到理
想效果的，应该在常规的护理基础上对患者进行叙事心理干预[2]。
在本次研究中,对我院 2020 年 2 月-2021 年 7 月治疗的 300 例抑郁
症患者进行分组论述此观点,现报道如下: 

1.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按照随机排列的方式将 300 例抑郁症患者分成两组。入

选标准：（1）各位患者均患有抑郁症症状，并具有详细完备的病例
资料。（2）无严重的精神疾病。通过随机分组的方法将 300 名患者
分为对照组（n=150，男性 76 例，女性 74 例，平均年龄为 25.32±
10.62 岁）和观察组（n=150，男性 72 例，女性 78 例，平均年龄为
35.58±11.12 岁）。对照组和观察组的基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1.2 护理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给予叙事心理治疗技术干预，具

体说明如下：（1）明确心理辅导目标。护理人员实施叙事心理治疗
的总体目标是寻找导致患者抑郁的原因（重大家庭变故、重大交通
意外事故等），尽最大努力地走进患者，了解患者，抚平患者的心
理创伤，稳定患者的情绪，为患者重新树立热爱生活、热爱生命、
善待人生的信心。护理人员实施叙事心理治疗的具体目标为通过情
绪宣泄、放松训练等具体的心理治疗方式来降低患者的焦虑、惊恐
感。（2）问题外化 (a 问题命名。b 探索问题带来的改变或者相对影
响。c 评估问题的影响—请患者选择关于问题的立场（积极或消极）。
d 论证评估—从问题的影响评估患者的目标、原则、愿望）。（3）使
用解构（a 听患者讲自己的主线故事，主线故事是患者现在所聚焦
的自身悲惨事件。b 寻找支线故事，支线故事是在主线故事中的列

外事件。c 回溯—回想以前的爱好和现在的爱好隐含哪些相同的价
值观或类似的东西。d 继续回溯童年期哪些爱好也反应了类似价值
观）。（4）改写（a 家谱图，可以寻找患者家庭关系。b 生命树，帮
助患者找到自身优势、成果、外界支持）。（5）见证技术。护理人
员邀请患者的家属一起来见证患者的改变，护理人员更加积极地与
患者进行沟通交流，向其传达病情治疗进展顺利的信号，为其树立
生活的信心。并找时间对患者的家属进行针对性的指导，让家属对
患者进行亲情安慰，使患者充分感受到周围人的关心和温暖，使其
重拾对未来社会的期望以及美好生活的憧憬。（5）：治疗文件（从
护士的角度记录患者疾病故事）。 

1.3 指标判定 
比较两种护理手段对抑郁症患者服药依从性及 SF-36 评分的

影响。 
1.4 统计学方法 
用 SPSS17.0 数据统计软件，计量资料（ sx ± ）采用两种独

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计数资料用百分比表示，
采用 X2 检验。当 P＜0.05 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服药依从性 
观察组的服药依从性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表 1 两组患者的服药依从性[n(%)] 

组别 例数 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 不依从 用药依从性 
对照组 150 60（40.00） 30（20.00） 60（40.00） 90（60.00） 
观察组 150 75（50.00） 69（46.00） 6（4.00） 144（96.00） 

X2 - 6.114 5.564 5.341 3.594 
P - 0.005 0.002 0.002 0.001 

2.2SF-36 评分 
观 察 组 的 SF-36 评 分 五 个 维 度 的 评 分 明 显 高 于 对 照 组

（P<0.05）。 
表 2 SF-36 评分纬度评分对比（ sx ± ） 

生理功能 社会功能 生理职能 精神健康 总体健康 组别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55.10±
7.32 

71.21±
5.04 

49.26±
8.33 

58.79±
8.03 

58.78±
10.52 

79.27±
8.34 

54.27±
8.49 

78.14±
9.10 

51.46±
7.09 

79.78±
5.28 

对照组 56.29±
7.53 

63.45±
5.60 

49.90±
8.75 

53.47±
8.12 

59.98±
9.41 

72.30±
8.77 

53.46±
8.69 

69.30±
8.55 

52.65±
6.60 

72.15±
5.07 

t 0.460 6.080 0.452 3.795 0.420 4.361 0.546 10.314 0.474 4.639 
P 0.674 0.001 0.725 0.003 0.642 0.000 0.621 0.000 0.936 0.000 
3.讨论 
学习和生活上的压力使人患抑郁症的可能性提高，或者患者在

经历对自己打击较大的事情后有，不免会耿耿于怀在内心堆积大量
的抑郁、消极、敌对等各种负性情绪，再加之缺乏心理护理，就会
感到自己在治疗的过程中身心都饱受折磨，这不仅会给患者的心理
带来压力，也会给患者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3]。为了避免上述情
况的的发生，就要对抑郁症患者进行叙事护理，来减轻患者的心理
压力，从而促进患者的心理健康。 

所谓叙事护理干预就是一种在常规护理方法基础上一种更加
科学合理护理手段。相对与传统的护理模式，叙事心理护理以和患
者对话的方式对患者进行心理治疗。在这种护理模式下，医护人员
及时的重视患者的心理情况，缓解患者的心理焦虑，也有利于患者
的心理健康。本研究也表明，相比于传统的护理模式，叙事心理护

理模式在应用效果上更具有优势，在常规性护理的基础上实施叙事
护理干预，会促进患者的心理健康[4]。 

总而言之，叙事护理不仅能让患者称心，而且还能使得护理质
量得到进一步的提升，是一种科学的护理手段，值得推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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