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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积极心理护理对女性急性应激性精神病恢复期焦虑状态的康复研究。方法：选取我院 2020 年 4 月到 2021 年 7 月收治的女性急性
应激性精神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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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积极心理护理模式干预。比较两种护理
手段对性急性应激性精神病患者自尊水平以及社会功能的影响。结果：观察组在干预前后的自尊水平和社会功能好转程度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积极心理学护理模式干预应用于女性应激性精神病，可以使患者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值得推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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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应激性精神病归属于临床上常见的精神疾病的范畴，主要

是患者受到巨大的精神打击和创伤造成的。药物治疗一般是应激性
精神病的常见治疗方式，在药物治疗之后，患者的症状会得到一定
的缓解。但是，应激性精神病患者在恢复期间，对其采取一种积极
有效的心理护理干预也是非常重要的[1]。本研究针对目前临床的现
状，比较和分析针对女性应激性精神病恢复期患者应用心理护理干
预的方式的运用成果，详细见以下报道：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于 2020 年 4 月到 2021 年 7 月收治的女性急性应激性

患者 100 例作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其中，
观察组共 50 例患者，年龄 30~57 岁，平均（40.24±3.11）岁；对
照组共 50 例患者，年龄 29～62 岁，平均 (42.12±3.21）岁。对两
组患者一般资料分析后显示，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护理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给予积极心理护理：（1）在实施

心理护理干预之前，要建立专门的心理护理管理小组，医护人员要
对心理护理的概念有一个明确的认识，积极的查阅有关的文献资
料，寻找实现心理护理干预的科学依据，具体分析患者的情况，进
行针对性的心理护理指导。(2）培养医护人员与患者良好的关系，
在面对患者的时候，医护人员尽量要保持良好的心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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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护理人员要更加积极地与其进行沟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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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患者充分感受到温暖，使其重拾对未来社会的期望以及美好生活
的憧憬。（4）护理人员要认真分析每位患者的病因、患病程度等基
本信息，然后为患者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护理方式，可以为患者放一
些舒缓的音乐，缓解患者的情绪，护理人员可给患者细致耐心地讲
解一些疾病的相干知识，让患者感受到来自周边人的关心，让患者
不再一直沉浸于自己的苦闷、自卑等缺少光亮的内心世界里。 

1.3 观察指标 
观察比较两组患者自尊水平和社会功能的变化。采用 SES 自尊

量表来比较两组患者自尊水平的变化；采用 SSFPI 社会功能评定量
表来比较两组患者社会功能的变化。 

1.4 统计学分析 
利用 SPSS21.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 sx ± 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
用 X2 检验，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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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分比较 

SES 评分 组别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24.85±1.85 26.65±1.68 
观察组 25.06±2.09 28.80±2.63 

t 0.505 3.977 
P 0.615 0.001 

2.2 两组患者社会功能评分比较（ sx ± ） 
观察组患者的 SSFPI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如表二所示： 
表二：两组患者社会功能评分比较 

SSFPI 评分 组别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67.26±14.78 51.15±2.75 
对照组 66.25±12.07 58.13±1.68 

t 0.2620 2.2124 
P 0.7943 0.0309 

4. 讨论 
女性急性应激性精神疾病是临床上常见心理疾病的范畴。当

下，社会节奏越来越快，人们的压力越来越大，这也使得人们患心
理疾病的可能性增加。女性急性应激性精神疾病的主要表现为患者
的思想、行为和情感不协调，急性发作是其临床发作的主要形式。
在日常的工作、学习等生活中受到巨大的心理和精神上的打击，承
受不了持续的精神创伤是急性应激性精神疾病发病的主要原因之
一。 

积极心理学护理模式以其全面优质的护理服务受到越来越多
患者和家属的青睐、认可，其在临床上的使用率也在不断升高。药
物治疗是急性应激性精神疾病常见的治疗方式，在通过药物治疗之
后，患者的症状在一定程度上会得到缓解，但是要想患者真正走出
心理阴影，回归正常生活，对未来生活充满信心，还需要积极的心
理护理干预。积极心理护理模式能不仅关注患者的身体健康，也能
够实现及时关注患者的心理状况。医护人员主与女性急性应激性精
神病恢复期患者进行积极有效的交流，了解他们在治疗过程中的心
理变化历程，以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帮助患者在整个治疗阶段始终保
持最适宜的身心状态。通过对女性急性应激性精神病恢复期患者采
取心理护理干预，加强了患者与医疗护理人员之间的信息沟通与互
动，有助于提升患者的医疗护理感受。 

总而言之，心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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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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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科学
的护理手段，值得推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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