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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叙事团体心理治疗对惊恐障碍患者的治疗作用。方法：选取我院 2019 年 6 月到 2020 年 7 月收治的惊恐障碍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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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叙事团体心理治疗。比较两种护理手段对惊恐障碍患者的价值。结果：观察组（96.00%）

的护理满意度优于对照组（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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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恐障碍患者，可以提高护理

的满意度，降低患者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值得推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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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恐障碍归属于常见精神疾病的范畴，该病早期没有较为明显

的症状，当患者因心跳加快、呼吸不畅以及头晕头痛等各种不适症

状去医院就诊时，病情大都已严重了，因为患者的躯体症状表现，

该病是各大综合性精神病院最难诊断出来的疾病之一，很多患者都

面临着被误诊的风险。因此，在患者治疗过程中为患者寻找一种科

学、合理的护理方式是非常重要的。本研究针对目前临床的现状，

比较和分析针对惊恐障碍患者应用叙事团体心理治疗干预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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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6 月到 2020 年 7 月收治的惊恐障碍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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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给予叙事团体心理治疗干预，具

体说明如下：（1）明确心理辅导目标。护理人员实施叙事团体心理

治疗的总体目标是寻找导致患者惊恐障碍的原因（内心冲突、重大

家庭变故、重大交通意外事故等），尽最大努力地走近患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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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人员实施叙事团体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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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叙述与问题外化。护理人员

鼓励患者主动讲出自己的生命故事，护理人员掌握了故事的主线之

后，根据故事主轴丰富故事的内容。问题外化就是将问题与人物分

开，护理人员分析导致患者患有惊恐障碍的故事之后，寻找导致患

者患病的根本问题，将问题和患者本身分开，使患者的本质重新被

看见和认可，从而使患者有能力去寻找和解决自己的问题。（3）寻

找例外。护理人员根据患者的描述寻找例外事件，将整个故事中患

者的积极方面进行放大，探究细节，让患者形成积极的自我认同。

（4）重构故事。重构故事的目的是使患者形成积极有利的自我认

同，是患者病情好转的开始。患者和护理人员在例外事件的基础上

重新构造患者的生活故事，发掘患者的积极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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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属对患者进行共情与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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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观察指标 

制定患者满意度表格，在患者医治后进行填写，患者满意度表

格中共设定 20 道问题以及对应选项，每道问题设定 5 分，总分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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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结果 

2.1 护理满意度 

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表 1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对比[n(%)] 

组别 例数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护理满意度 

对照组 50 20（40.00） 10（20.00） 20（40.00） 30（60.00） 

观察组 50 25（50.00） 23（46.00） 2（4.00） 48（96.00） 

X2 - 6.114 5.564 5.341 3.594 

P - 0.005 0.002 0.002 0.001 

3. 讨论 

惊恐障碍在近年来的发病率以不断升高的态势在进一步发展

着，患者基本上都会有焦虑、孤独、无助、疲倦、惊吓等症状，大

大拉低了患者的生活水准，药物治疗虽然能使得患者的症状得以减

轻，但不能再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长期吃药对患者身体的创伤极

大，患者极易长时间沉浸在自卑、抑郁等负能量的心态中，严重者

会引起患者的社会退缩行为[2-3]。 

叙事团体心理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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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叙

事团体心理治疗之下，护理人员会真正做到以患者为中心，本着“尊

重生命”的基本原则，及时回应患者的各种心理需求，让患者尽情

的享受到各种贴心周到的服务，既能充实患者的生活，又能丰富护

理人员的生命，在平等的医患关系中体现了“助人自助”的精神[4-5]。

而且，这种护理方式见效快，周期比较短，是一种适应现代人需求

的心理治疗方法。 

总而言之，叙事团体心理治疗不仅能让患者称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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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