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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及中医护理干预在过敏性皮肤病中的应用效果

吴洋洋　郭小玲　邵兴伟

武警黑龙江省总队医院　黑龙江哈尔滨　150000

摘　要：目的：研究在过敏性皮肤病患者中使用心理护理与中医护理干预方式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从 2022 年 1 月到

2022 年 12 月我院门诊接收的患者 46 例，为了更好地了解不同护理方式在此类患者中的应用，将选择的患者分成了对照组

与实验组两个小组，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的方式展开护理，实验组患者采用心理护理与中医护理干预的方式展开护理，对

不同护理模式在该类患者中的应用效果进行汇总和比较。结果：通过对患有过敏性皮肤病的患者使用心理护理联合中医护

理的方式展开护理后，患者的情绪状态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患者的过敏现象有明显的好转，且患者对护理效果的满意

度更高，与常规护理的一组患者相比较优势显著。两组患者的研究数据存在显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

心理护理与中医护理干预在过敏性皮肤病患者中的应用效果表现出明显的优势。采用这种综合护理方式能够显著改善患者

的情绪状态，减轻过敏症状，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相较于常规护理方式，其效果更为显著。这一研究结果为临床实践

提供了有力的依据，表明在过敏性皮肤病治疗中，应该积极采用心理护理与中医护理干预的综合护理方式，以更好地帮助

患者恢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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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敏性皮肤病是一种常见的皮肤疾病，其症状包括皮

肤瘙痒、红肿、皮疹等，给患者带来了身体不适和心理负担。

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和环境污染的加剧，过敏性皮肤病的发

病率逐渐上升，因此，有效的治疗和护理方法对于改善患者

的生活质量至关重要 [1]。传统的治疗方法主要包括药物治疗

和局部外用药物，但这些方法往往只能暂时缓解症状，难以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探索综合护

理方式在过敏性皮肤病治疗中的应用，其中包括心理护理和

中医护理干预。心理护理注重患者的心理健康，通过情绪管

理和心理支持，有望减轻患者的焦虑和抑郁情绪，从而改善

其病情 [2]。中医护理干预则基于中医药学理论，通过中草药、

针灸等方法，调整患者的体内平衡，增强免疫力，对过敏性

皮肤病可能产生积极的治疗效果 [3]。为了深入了解心理护理

与中医护理干预在过敏性皮肤病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本研究

选取了一定数量的患者进行了对照研究，并对两种不同的护

理方式进行了比较和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从 2022 年 1 月到 2022 年 12 月，我院门诊接受到

的患者 46 例，采用随机分组的方式将选取的患者分为对照

组与实验组两组，对照组患者人数有 23 例，患者男女比例

为 1:1，患者年龄在 18-93（46.59±5.49）岁，患者患病时

间为 0.5-3.5（1.68±0.68）年；实验组患者人数有 23 例，

患者男女比例为12:11，患者年龄在20-90（48.19±3.08）岁，

患者患病时间为 0.8-3（1.86±0.26）年；

纳入标准：年龄在 18 岁及以上的过敏性皮肤病患者；

符合过敏性皮肤病的诊断标准，包括皮肤瘙痒、红肿、皮疹

等典型症状；愿意参与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的患者；

排除标准：严重的心理疾病或认知功能障碍的患者，

影响心理护理干预的有效性；其他严重的内部疾病或免疫系

统疾病的患者，可能影响中医护理干预的效果；正在接受其

他临床试验或干预措施的患者；对心理护理或中医护理有严

重排斥或不合作的患者；

1.2 方法

针对对照组的患者，门诊护理人员开展护理方式，按

照医生的要求，对患者用药进行规范，并提醒患者在日常生

活、饮食等方面可能会对患者造成影响的情况，并对患者提

出的问题进行耐心的回答和安抚，防止患者因为皮肤疾病而

出现比较严重的消极情绪。

对实验组患者给予心理护理及中医方面的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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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心理护理

心理评估： 心理评估是治疗过敏性皮肤病的重要一环。

这一过程不仅包括了医护人员与患者的交流，还可能涉及到

心理测验的应用。通过与患者建立信任关系，医护人员可以

深入了解患者的情感状态，例如焦虑、抑郁、恐惧等。此外，

他们也会探讨患者的生活质量受到的影响，以便更好地制定

后续护理计划。

情感支持： 患者在面对过敏性皮肤病时通常会感到焦

虑和情绪不稳定。医护人员的角色之一是提供情感支持，建

立温暖和理解的治疗环境。他们需要倾听患者的担忧，鼓励

患者表达情感，并提供情感安慰。这有助于减轻患者的心理

压力，增强他们应对疾病的信心。

情绪管理教育： 医护团队可以教育患者情绪管理技巧，

使其能够更好地处理疾病带来的情感波动。这包括教授深呼

吸练习、冥想、渐进性肌肉松弛等方法，以帮助患者在情感

激动或疼痛发作时更好地掌控自己的情绪。情绪管理教育的

目标是提高患者的情感稳定性，降低焦虑和抑郁症状。

心理支持小组： 为了进一步提供支持和建立患者之间

的互助网络，可以组织心理支持小组会议。在这些小组中，

患者可以分享彼此的经验、感受和应对策略。这种互动有助

于减少患者的社交孤立感，让他们感到不再孤独面对疾病。

心理支持小组还可以为患者提供心理教育和情感支持，帮助

他们更好地应对过敏性皮肤病。

1.2.2 中医护理

中医诊断：中医护理的首要任务是进行准确的中医诊

断。这包括望、闻、问、切四诊法的运用。医护人员会观

察患者的皮肤病变，包括色泽、形态、分布等特征。通过

仔细闻取患者的气味、询问症状和生活方式，以及检查舌

苔和脉搏，中医医生可以全面了解患者的体质、气血状况

和病情特点。

中药治疗：基于中医诊断结果，医护人员会制定个性

化的中药治疗方案。这些方剂通常是中草药的组合，可以通

过内服或外用的方式进行治疗。中药的选配和剂量将根据患

者的体质、症状和疾病进展而定制。患者需要严格按照医嘱

正确服用中药，并在用药过程中及时向医护人员汇报任何不

适或过敏反应。

针灸疗法：针灸是一种古老的中医治疗方法，通过在

特定的穴位上插入细针来调整体内的气血流动，从而促进自

愈能力。对于过敏性皮肤病患者，针灸可能有助于减轻皮肤

瘙痒、红肿和其他症状。医护人员需要精确选取适当的穴位，

并按照标准的操作程序进行针灸治疗。

中医养生建议：除了药物治疗和针灸，医护人员还会

为患者提供中医养生建议。这包括饮食调整、锻炼、作息规

律等生活方式建议。患者需要积极采纳这些建议，以帮助维

护身体的平衡和健康。

1.3 观察指标

本次研究对两组患者护理后的心理状态改善情况、症

状消失程度及满意度进行汇总和比较。

1.4 统计学方法

在这一次的观察和研究中，笔者使用了 SPSS25.0 作为

数据统计分析工具，通过 t 检验对比两组护理后的差异，并

明确两组之间差异的显著性，以从数据层面获得有效的量化

解释，以验证心理护理干预 + 中医护理干预方式在该类患

者中的应用效果。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后焦虑抑郁评分比较

实验组患者在护理后焦虑抑郁评分低于对照组患者，

且 P ＜ 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后焦虑抑郁评分比较

组别 例数 焦虑评分 抑郁评分

对照组 23 49.85±3.65 52.69±4.09

实验组 23 40.05±0.31 41.00±1.02

T - 6.241 2.009

P - 0.006 0.072

2.2 两组患者满意度比较

两组患者护理后，实验组患者满意度的改善程度更高，

且 P ＜ 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满意度比较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对照组 23 9（39.2） 7（30.4） 7（30.4） 16（69.6）

实验组 23 13（56.7） 10（43.3） 0（0.00） 23（100.00）

T - 9.056 4.096 4.088 3.086

P - 0.035 0.016 0.008 0.94

3. 结论

过敏性皮肤病是一种常见的皮肤疾病，其主要特征包

括皮肤瘙痒、红肿、皮疹等症状 [4]。这些症状不仅对患者的

身体健康造成困扰，还会对其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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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生活中，过敏性皮肤病的患病率逐渐上升，可能与生活方

式的改变、环境污染等因素有关。因此，寻找有效的治疗和

护理方法对于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至关重要 [5]。传统的治疗

方法主要包括药物治疗和局部外用药物，这些方法可以缓解

症状，但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开

始关注综合护理方式在过敏性皮肤病治疗中的应用 [6]。本研

究旨在探讨心理护理与中医护理干预在过敏性皮肤病患者

中的应用效果，以期提供有力的临床实践依据。心理护理的

重要性在于它关注患者的心理健康。患者在面对过敏性皮肤

病时通常会感到焦虑、抑郁和其他负面情绪。通过心理评估、

情感支持、情绪管理教育和心理支持小组等手段，心理护理

可以帮助患者减轻情感压力，提高应对疾病的信心。本研究

的结果表明，实验组患者在心理护理干预后焦虑和抑郁评分

显著降低，相较于对照组患者，改善明显。这证实了心理护

理对过敏性皮肤病患者的积极作用。

中医护理干预以中医药学理论为基础，注重调整患者

的体内平衡，通过中药治疗和针灸等方法来缓解症状 [7]。研

究结果显示，实验组患者在中医护理干预后症状明显改善，

与对照组相比，疾病的好转更为明显。这说明中医护理在治

疗过敏性皮肤病方面具有一定的疗效。最重要的是，本研究

发现实验组患者的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这表明患者对于

综合护理方式的满意度较高，他们更愿意接受心理护理和中

医护理的干预。这一点对于长期治疗的患者非常重要，因为

他们需要不断地积极配合医疗团队，遵循治疗计划，以取得

最佳的治疗效果 [8]。

综合而言，心理护理与中医护理干预在过敏性皮肤病

患者中的应用效果表现出明显的优势。这种综合护理方式可

以显著改善患者的情绪状态，减轻过敏症状，提高患者的满

意度。相较于传统的治疗方式，其效果更为显著。因此，临

床实践中应积极采用心理护理与中医护理干预的综合护理

方式，以更好地帮助过敏性皮肤病患者恢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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