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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研究 

心理护理对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负性情绪和自尊的影响 

叶平 

(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 610000) 
 

摘要：目的：探讨心理护理对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负性情绪和自尊的影响。方法：选取我院 2020 年 4 月到 2021 年 7 月收治的青少年抑郁障碍症患
者 100 例进行研究,平均分为两组,其中对照组 50 例,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 50 例,给予心理护理。比较两种护理手段对青少年抑郁障碍症患者抑郁情绪
和自尊水平的影响。结果：心理干预之后，观察组患者的自尊水平评分高于对照组；观察组患者的抑郁评分低于对照组，2 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结论：心理护理干预应用于青少年抑郁障碍症患者，可以有效提高患者的自尊水平，降低患者的负面情绪，值得推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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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抑郁障碍症是青少年心理健康出现的问题之一，归属于

精神疾病的范畴。青少年正处于发育成长的关键时期，心理健康发
展极为重要。所以，青少年的心理状况也是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个方
面，在对抑郁障碍症患者的护理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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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干预
[1-2]。在本次研究中,对我院 2020 年 4 月-2021 年 7 月治疗的 100 例
抑郁障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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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例青少年抑郁障碍症患者分

成两组。入选标准：（1）各位患者均患有抑郁障碍症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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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名患者分为对照组（n=50，男性 26 例，女性 24 例，平均年
龄为 15.32 岁）和观察组（n=50，男性 22 例，女性 28 例，平均年
龄为 1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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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两组患者随机分成两组，并且选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护理,对照

组患者采用一般的护理方式干预，观察组患者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之
中进行心理护理干预,其具体内容详细说明如下:(1)培养医护人员与
患者良好的关系,在面对青少年患者的时候,医护人员要尽量使患者
保持良好的心情，护理人员要有充足的耐心，多询问患者的情况,
要及时了解患者的心理状况以及心理需求。如果患者心情处于低落
状态时,医护人员要多多开导患者,通过聊天发泄等方式排解患心中
的忧愁。(2)针对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心理干预。由于每个患者经历
和认识水平不一样,对抑郁症以及抑郁症障碍症的认识不一样，,所
以说对不同的患者不能采用相同的心理干预,要深入的了解患者的
情况,包括患者的家庭状况、兴趣爱好以及学业情况等。然后有针对
性的进行心理干预。(3)综合采用各种形式,各种方式对患者进行心理
干预。要改变患者的心理状况,减轻患者的焦虑情况,仅靠单一的心
理干预手段是远远达不到理想效果的,要综合使用多种形式、多种方
式对患者进行心理干预。可以多多开展有益于心理健康的活动和讲
座,有趣的活动和宣传的讲座结合起来对患者进行心理干预,另外还
可以按患者的需求,带领患者读书,听音乐,画画等。 

1.3 指标判定 
对比了在常规护理和采用临床心理护理干预两种护理方式下

患者的自尊水平评分和抑郁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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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患者自尊水平评分比较（ sx ± ） 
观察组的自尊水平评分高于对照组，如表一所示： 
表一：两组患者的 SES 评分对比 

SES 评分 组别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50 例） 24.85±1.85 26.65±1.68 
观察组（50 例） 25.06±2.09 28.80±2.63 

t 0.505 3.977 
P 0.015 0.001 

 

2.1 两组患者 SDS 评分比较（ sx ± ） 

观察组患者的 SDS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如表二所示： 

表二：两组患者的 SDS 评分比较 

SDS 评分 组别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50 例） 68.15±11.85 51.70±7.76 

对照组（50 例） 68.56±2.09 66.20±8.63 

t 0.405 3.987 

P 0.001 0.001 

3.讨论 

抑郁障碍症是一种常见的精神疾病。当下，社会节奏越来越快，

青少年学业和生活上的压力越来越大，这也使得青少年患抑郁障碍

症的可能性增加。抑郁障碍症主要症状是情绪低落、消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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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为了避免上述情况的的发生，就要对青少年抑郁障碍症患者进

行心理护理，通过心理护理来减轻患者的心理压力，从而促进患者

的心理健康。 

所谓心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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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心理护理能不仅

关注患者的身体健康，也能够实及时关注哈患者的心理状况[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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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研究也表明，相比于

传统的护理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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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干预，会减少患者的 SDS 的评分，提

高患者的 SES 评分，能够有效减少患者的焦虑和抑郁，促进患者的

心理健康，对青少年抑郁障碍症患者的疗效更好。 

综上所述，和常规护理相比，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对抑郁障碍

症患者进行心理护理干预，会减少患者的焦虑情绪、改善患者的心

理状况，具备良好的辅助作用，具有极大的临床应用价值，值得广

泛推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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