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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对青少年抑郁症患者预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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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观察在对青少年抑郁症患者进行护理的过程中降循证护理干预进行运用的作用。方法 研究在 2021 年 2 月至 12 月展开，取该时间段内
患者 60 例为对象，结合组内随机抽选的方式，取其中 30 例，在治疗过程中展开常规性护理，作为对照组，在对剩下患者进行护理时则将循证护理
干预进行运用，作为观察组。分析护理效果。结果 统计两组患者在恢复过程中的心理状态、生活质量，观察组均存在优势，P<0.05。结论 在对青
少年抑郁症患者进行护理的过程中及时展开循证护理干预，可以对患者的心理状态进行改善，并促使患者的生活质量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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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抑郁症属于精神类疾病中最为常见的类型，在青少年群

体中存在有较高的发生率。通过目前近几年接诊情况可见，在多种
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该疾病的患者数量存在要有持续上升的情况，
当前已经发展为影响青少年健康的常见病症[1-2]。在对该部分患者进
行治疗时，更需要采取有效的护理措施对患者的各方面状态进行改
善。本次研究就侧重对循证护理干预在该部分患者护理中的作用进
行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在 2021 年 2 月至 12 月展开，取该时间段内患者 60 例为

对象，结合组内随机抽选的方式，取其中 30 例，在治疗过程中展
开常规性护理，作为对照组，在对剩下患者进行护理时则将循证护
理干预进行运用，作为观察组。在患者构成层面，对照组中存在有
男性 19 例，女性 11 例，年龄分布在 12—17 岁间，对应年龄均值
为（15.61±1.83）。观察组中则涉及男性 17 例，女性 13 例，年龄
分布在 11—16 岁间，对应年龄均值为（14.93±1.03）。对比以上数
据，P>0.05。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在接受治疗的期间，对应的护理干预操作均由护理

人员按照常规护理规定进行。护理人员需要对患者的心理状态进行
准确的评估，分析患者各方面状态，并及时展开针对性的心理疏导。
同时，需综合患者的治疗方案做好对应的用药指导等工作。在对观
察组患者进行护理的过程中则需要将循证护理支持进行运用：（1）
护理小组组建。为确保可以为青少年抑郁症患者提供更具备针对性
的护理干预，需对护理小组组建。选择我院具备有多年临床护理经
验人员作为小组成员，在护理前需集中告知护理人员该方面护理工
作的重要意义。且需要定期展开对应的护理培训，帮助护理人员掌
握循证护理干预的技巧。（2）心理疏导。护理人员需要多和患者进
行沟通，对患者的心理状态进行准确的分析，引导患者将内心压力
进行倾诉，促使患者的心理压力得到有效的释放，达到改善心理的
左右。且需要引导患者在日常生活中保持积极乐观的心理状态，对
生活充满信心。（3）增加患者的适应能力。多数抑郁症患者对于外
界生活存在有一定的排斥心理，在进行护理的过程中，对于性格孤

僻以及生活能力较差的患者则需要做好对应的生活指导工作，鼓励
患者主动的完成日常生活中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并引导患者主动
与他人进行沟通，达到对患者社交能力进行提升的目的。且在院治
疗的过程中，可以指导患者之间进行相互的交流和鼓励，对于改善
患者的心理状态促进患者康复等同样存在有重要的作用。（4）为患
者顺利走向社会进行准备。在患者恢复的过程中，可以指导患者定
期书写心得体会，将自己的想法记录下来，并结合每个患者的具体
情况进行针对性的训练，促使患者的应激能力可以得到提升。同时，
为促使患者可以顺利的走向社会进行生活，需要对患者的社会适应
能力进行提升，引导患者积极和他人进行沟通，并逐步提升自身的
社交能力。同时，更需要培养患者的解压能力，确保患者可以采取
正确的方式对自身的情绪进行发泄等。 

1.3 观察指标 
研究中需对两组心理状态、生活质量进行统计，患者的心理状

态需借助 SDS、SAS 量表进行评估，而对应的生活质量则借助 SF-36
量表进行评估。 

1.4 统计学方法 
研究中的对应数据都借助 SPSS19.0 进行处理，按照均值±标准

差的形式对计量数据表示，t 检测，P<0.05 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心理状态对比 
结合对两组 SDS、SAS 量表评分对比，观察组心理状态明显优

于对照组，P<0.05，详见下表 1。 
表 2 计量资料表格名（ sx ± ） 

组别 例数 SDS SAS 
观察组 30 34.65±2.12 32.06±1.92 
对照组 30 46.98±1.88 44.63±1.72 

t - 14.848 13.525 
P - 0.001 0.001 
2.2 两组生活质量对比 
对比两组生活质量，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详见下

表 2。 

表 2 两组认知功能以及日常生活能力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躯体功能 情绪功能 角色功能 社会功能 

观察组 30 86.05±2.12 93.52±2.14 92.75±2.42 91.25±1.56 
对照组 30 77.52±1.88 82.63±1.93 84.15±1.93 76.52±2.05 

t - 12.052 13.052 9.528 13.522 
P - 0.001 0.001 0.001 0.001 

3 讨论 
抑郁症属于青少年群体中最为常见的精神类病症，且该症存在

有病症周期长、复发率高等特点，对患者健康所造成的影响较大。
在病症的影响下，会促使患者存在有焦虑、恐惧以及抑郁等症状，
会对患者的日常生活造成极大的负面作用。在进行临床治疗的过程
中，为促使患者可以得到有效的恢复，更需要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
对患者的心理状态进行改善，并逐步增加患者的适应能力[3-4]。 

循证护理为目前临床护理工作中实施率较高的护理模式，以临
床有关报道以及对应的临床经验为基础，结合患者的具体情况在其
恢复的过程中展开针对性的护理干预，以此达到促进患者恢复的目
的。结合观察可见，将循证护理干预运用到对青少年抑郁症患者护

剋理的过程中 以有效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并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
有助于患者恢复。 

总之，在对青少年抑郁症患者护理的过程中可以将循证护理干
预进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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