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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式病房护理联合心理护理在产后抑郁患者中的应用价
值分析 

孔孝通 

(甘肃省永靖县妇幼保健院  甘肃  永靖  731600) 
 

摘要：目的：分析家庭式病房护理联合心理护理在产后抑郁患者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甘肃省永靖县妇幼保健院于 2020 年 03 月－2021 年 12
月期间收治的 78 例产后抑郁患者作为研究样本，根据随机数字表法的分组原则将其进行分组，分别为研究组与常规组，每组各有患者 39 例，并给

予常规组患者常规护理干预，同时给予研究组患者家庭式病房护理联合心理护理。通过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依从性、生活质量、护理满意度以及心

理状态等指标来分析家庭式病房护理联合心理护理的应用价值。结果：将两组患者护理依从性的差异进行比较，研究组患者的护理依从性较高（P＜

0.05）；将两组患者生活质量的差异进行比较，研究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较高（P＜0.05）；将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的差异进行比较，研究组患者护理满

意度高于常规组（P＜0.05）；将两组患者心理状态的差异进行比较，研究组患者的心理状态改善情况优于常规组（P＜0.05）。结论：在为产后抑郁患

者进行护理期间，应采用家庭式病房护理联合心理护理的方式进行护理干预，这种护理方式可以促进患者心理状态及生活质量的改善，并提升患者

的护理依从性及护理满意度，应用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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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后抑郁属于临床上十分常见的一种疾病，该病主要是指患者

在围产期出现的一种特发性精神障碍，患者的临床表现主要包括烦

躁、悲伤、愤怒、内疚、失眠、焦虑以及抑郁等，如不加以治疗甚

至导致患者自杀，严重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1]。产后抑郁在影响患

者身心健康的同时，还会对婴幼儿的情感认知以及健康成长造成较

为严重的影响，并且还会影响到夫妻和谐以及家庭关系，造成家庭

矛盾，因此一旦患病需立即接受治疗。临床实践表明，对于产后抑

郁患者来说，行之有效的治疗干预十分重要，且科学有效的护理措

施也必不可少，通过护理干预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使患

者的抑郁情绪得以舒缓，并提升患者的治疗及护理依从性，因此目

前临床上主要采用家庭式病房护理联合心理护理的方式来对产后

抑郁患者进行护理干预[2]。为了探究家庭式病房护理联合心理护理

在产后抑郁患者中的应用价值，本次研究选取了 78 例到甘肃省永

靖县妇幼保健院接受诊治的产后抑郁患者作为样本进行研究，现做

出如下报告。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自 2020 年 03 月开始，截止于 2021 年 12 月，在此期

间共收录产后抑郁患者 78 例作为研究样本，并结合随机数字表法

的分组规则将其进行分组，其中一组为常规组，组内共有患者 39

例，其中 25 例顺产，14 例剖宫产，患者中年龄最小的为 22 岁，年

龄最大的为 38 岁，平均年龄（27.39±2.37）岁；另一组为研究组，

组内共有患者 39 例，其中 26 例顺产，13 例剖宫产，患者中年龄最

小的为 23 岁，年龄最大的为 37 岁，平均年龄（27.41±2.42）岁。

同时本次研究还将符合产后抑郁诊断标准、个人资料齐备、签署知

情同意书以及主动配合研究设定为纳入标准，并将合并其他心理疾

病、精神异常、沟通障碍、恶性肿瘤以及中途退出设定为排除标准。

两组产后抑郁患者的基本资料对比差异较小（P＞0.05），符合研究

标准。 

1.2 方法 

常规组患者进行常规护理：护理人员要为患者提供生活指导、

用药指导以及母婴健康指导。 

研究组患者进行家庭式病房护理联合心理护理：（1）家庭式病

房护理：护理人员需为患者提供单间病房，使婴儿、家属及患者同

处一个房间，方便其互相沟通及交流。护理人员需鼓励患者家属要

加强对于患者的陪伴、交流与沟通，特别是患者的丈夫，要充分理

解尊重患者，并帮助其一起照顾新生儿。指导患者家属参与到患者

的基础护理工作中，增加沟通。在饮食方面，护理人员需按照营养

师的要求为患者配制饮食，并定时送至患者病床旁。（2）心理护理：

护理人员首先要指导患者学习母乳喂养的相关知识，例如脐部护

理、新生儿沐浴、换洗尿布、母乳喂养等新生儿护理，同时还需给

予患者生活指导，帮助患者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除此之外，护理

人员还需加强患者的健康教育、支持治疗以及认知行为治疗，为患

者讲解有关产后抑郁的知识，例如该病的发病原因、临床表现、疾

病危害、治疗方案、护理干预措施以及有关注意事项等，提升患者

对于产后抑郁的认知。除此之外，在与患者进行交流时还需注意礼

仪服务，使患者感觉受到尊重，改善护患关系，提升护理满意度及

依从性。 

1.3 评价标准 

1.3.1 比较护理依从性之间的差异 

产后抑郁患者护理依从性的评价指标主要包括完全依从、部分

依从以及未依从，总依从率=（完全依从+部分依从）/总例数×

100%[3]。 

1.3.2 比较生活质量之间的差异 

对两组产后抑郁患者护理前后的生活质量变化情况进行评估，

评估工具选用生活质量评分量表，该量表中主要包含人际关系、心

理状况、社会结构以及生理健康等 4 个具体评价指标，每个指标的

满分均为 100 分，分数越高说明患者生活质量越好[4]。 

1.3.3 比较护理满意度之间的差异 

使用“产后抑郁患者护理满意度调查问卷”来调查两组患者的

护理满意度情况，此问卷中共包含总满意度、护理内容、护理服务

以及护理效果等 4 个具体项目，分数越高说明患者护理满意度越高
[5]。 

1.3.4 比较心理状态之间的差异 

评估两组产后抑郁患者护理前后的心理状态变化情况，评估工

具选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

以及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分数越低表示患者心理状态越

良好[6]。 

1.4 统计学分析方法 

采用 SPSS 30.0 处理相关数据资料，t 和 X2 检验组间数据，标

准差%表示计量资料、计数资料，P＜0.05 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比较护理依从性之间的差异，详情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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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者依从性对比（n，%） 

组别 例数 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 未依从 总依从率（%） 

研究组 39 29（74.36） 8（20.51） 2（5.13） 37（94.87） 

常规组 39 20（51.28） 9（23.08） 10（25.64） 29（74.36） 

χ2 值 - - - - 6.303 

P 值 - - - - P＜0.05 

2.2 比较生活质量之间的差异，详情如表 2 所示。 

表 2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对比（ sx ± ） 

 人际关系 心理状况 社会结构 生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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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组 39 83.31±1.21 96.43±1.34 65.44±1.41 85.34±1.42 74.51±1.13 95.34±2.45 63.21±1.31 88.34±1.21 

常规组 39 83.21±1.21 91.21±1.31 65.31±1.31 75.34±1.11 74.12±1.32 86.34±2.55 63.31±1.21 75.31±1.22 

t 值 - 0.365 17.396 0.422 34.649 1.402 15.894 0.350 47.357 

P 值 - P＞0.05 P＜0.05 P＞0.05 P＜0.05 P＞0.05 P＜0.05 P＞0.05 P＜0.05 

2.3 比较护理满意度之间的差异 

研究组患者的总满意度、护理内容、护理服务以及护理效果等

指标评分分别为（92.23±2.38）分、（92.76±2.36）分、（90.09±2.51）

分与（92.34±2.55）分，而常规组患者的各项护理满意度指标评分

则分别为（80.29±1.38）分、（81.49±1.92）分、（82.21±1.73）分

与（83.45±1.56）分，组间对比差异较大。 

2.4 比较心理状态之间的差异 

护理前，研究组患者的 HAMD、HAMA 以及 EPDS 评分分别为

（20.34±1.23）分、（19.38±1.28）分与（20.31±1.76）分，常规

组患者的 HAMD、HAMA 以及 EPDS 评分分别为（19.98±1.45）分、

（19.45±1.71）分与（20.22±1.34）分，组间对比差异较小。 

护理后，研究组患者的 HAMD、HAMA 以及 EPDS 评分分别为

（11.45±1.34）分、（9.53±1.82）分与（8.51±1.39）分，常规组

患者的 HAMD、HAMA 以及 EPDS 评分分别为（14.52±1.28）分、

（11.32±1.23）分与（10.31±1.71）分，组间对比差异显著。 

3 讨论 

产后抑郁属于特发于女性产后时期的一种抑郁症，主要发生于

产后 4 周之内，且就有较高的发病率，产后抑郁的具体病因目前尚

未完全清楚，但相关研究资料显示，该病的发病与社会心理因素、

神经生化因素以及遗传因素存在一定关联，产后抑郁患者会出现精

力不足、兴趣减退以及闷闷不乐等“三低”症状，并伴有食欲下降、

失眠、紧张及体重减轻等情况，严重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8]。目前

临床上对于产后抑郁患者的治疗主要以物理康复治疗、心理治疗及

药物治疗为主，但由于该病具有易复发的特点，因此患者还需遵医

嘱进行药物巩固治疗，除此之外，患者家属的理解与支持也会对患

者的治疗产生积极影响，因此还需加强患者的护理干预[9]。对于产

后抑郁患者来说，科学合理的护理干预可以有效促进患者心理状态

的改善，从而提升临床治疗效果，但临床实践表明，传统的常规护

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无法满足目前患者的临床需求，特别是在缓

解患者抑郁情绪方面，效果十分有限，因此目前临床上主要采用家

庭式病房护理联合心理护理的方式来为患者进行护理干预。家庭式

病房护理属于一种创新模式，在为患者进行护理干预期间患者家属

可以扮演重要角色，通过互相协作及互动的方式来达到提升护理效

果的作用。而心理护理则主要负责为患者提供心理支持，帮助患者

树立治疗信心[10]。本次研究将常规护理与家庭式病房护理联合心理

护理进行了全面比较，对比结果表明，采用家庭式病房护理联合心

理护理进行干预的研究组中，患者的护理依从率高达 94.87%，而

采用常规护理干预的常规组中，患者的护理依从率仅为 74.36%。

在两组患者生活质量的对比中可以发现，护理干预前，两组患者的

人际关系、心理状况、社会结构以及生理健康等生活质量指标评分

对比差异较小，而经不同护理方式干预后，研究组患者的各项指标

评分明显高于常规组。除此之外，本次研究还对两组患者的护理满

意度以及心理状态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研究组患者的各项指标

均优于常规组，由此可以说，家庭式病房护理联合心理护理的应用

效果较为显著。 

综上所述，对于产后抑郁患者来说，应采用家庭式病房护理联

合心理护理进行护理干预，这种方式对改善患者心理状态与生活质

量作用显著，对提升患者护理满意度及护理依从性具有积极影响，

值得应用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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