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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心理护理干预对于抑郁症康复的影响研究 
钟雁 

梧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广西梧州  543001 

摘要：目的：针对在抑郁症康复护理中引入综合心理护理干预措施后的康复效果展开研究。方法：选取 2019 年 3月- 2021 年
3 月于我院进行诊治的 148 例抑郁症患者作为此次研究对象。在正式开展研究时，将予以常规护理的 74 例患者划入到常规组
中，将在常规护理基础上予以综合心理护理干预的 74 例患者划入到实验组中，最后对两组患者经不同护理干预后的康复效果
进行对比分析。结果：经对比数据分析得出：实验组患者在常规护理基础上予以综合心理护理干预后的康复效果较常规组更佳，
该组患者的负性情绪评分较常规组低，生活质量评分较常规组高，并且各对比数据间差异显著，即 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在抑郁症康复护理中引入综合心理护理干预措施后的康复效果更佳，建议在临床护理实践中广泛普及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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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是临床上一种较为常见的精神疾病，会对患者身

心产生严重影响，需要长期使用药物进行治疗，同时还需要
辅以一定的护理干预，以此降低患者的发病几率，提升其生
活质量

[1]
。经大量临床实践研究发现，将综合心理护理干预

措施引入抑郁症患者护理干预中，对临床康复效果影响较大，
特此本文展开相应研究，并做出以下报告: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参与本次研究的 148 例患者均为 2019 年 3 月-2021 年 3

月于我院进行诊治的抑郁症患者。在正式开展研究时，将予
以常规护理的 74 例患者划入到常规组中，将在常规护理基础
上予以综合心理护理干预的 74 例患者划入到实验组中。通过
对上述两组患者的基础资料进行统计对比得出：常规组患者
中，有男性 31 例、女性 43 例，平均年龄为（44.62±2.67）
岁，平均发病时间为（5.75±1.47）年；实验组患者中，有
男性 38 例、女性 36 例，平均年龄为（44.55±2.84）岁，平
均发病时间为（5.60±1.71）年。各对比数据之间无明显差
异，即 P＞0.05，不具备统计学意义，可参与后续对比研究。 

1.2 方法 
在对两组患者实施护理干预的过程中，两组患者均处于

药物治疗期，所用药物为文拉法辛药物（四川川大华西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20094118），所用剂量需要依据
患者的实际病情确定，但每天服用总剂量不可超过 225mg。 

在实施护理干预过程中，常规组予以常规护理，包括对
患者的病情进行密切监测，告知患者需要注意的事项等内容。 

针对实验组患者，在上述常规护理干预基础上引入综合
心理护理干预措施，包括：（1）需要在患者熟悉的空间内对
其进行一对一心理辅导，以此了解患者当前的心理状态，据
此制定针对性心理护理干预方案。（2）组织患者开展健康教
育知识讲座，帮助患者了解抑郁症的起因及诱因，并引导患
者将负性情绪有效释放出来。（3）重视并收集患者在综合护 

理干预期间的反馈，依据患者的情绪、生活质量变化调整护
理干预措施。（4）加强与患者家属的沟通，以此取得患者家
属的积极配合，通过亲人的温暖促进患者康复速度。 

1.3 观察指标 
（1）观察两组患者经不同护理干预后的负性情绪变化情

况，并采用 SAS.SDS 评分量表对两组患者的负性情绪进行评
分。注：评分越高表示患者的负性情绪越严重。 

（2）观察两组患者经不同护理干预后的生活质量变化情
况，并采用我院自制生活质量评分量表进行评分，包括生理
功能、社会功能、情感和心理四项评分，每项 25 分。注：评
分越高表示患者的生活质量越好。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中所出现的各类数据，都是由最新统计学软件

SPSS23.0 完成处理的。针对计量资料，其表现形式为均数±
标准差，并通过 t 值进行验证。当 P＜0.05，则代表对比数
据之间的差异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负性情绪评分对比 
经对比数据分析得出：实验组患者经相应护理干预后的

负性情绪评分较常规组低，并且对比数据间差异显著，P＜
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对比情况见下表 1。 
表1 两组患者经不同护理干预后的负性情绪评分对比（ sx  ，分） 

组别 例数 焦虑评分 抑郁评分 

实验组 74 20.16±5.06 19.19±3.68 

常规组 74 26.48±4.70 23.45±4.92 

t 值  7.872 5.964 

P 值  0.000 0.000 

2.2 生活质量评分对比 
经对比数据分析得出：实验组患者经相应护理干预后的

生活质量评分较常规组高，并且对比数据间差异显著，P＜
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对比情况见下表 2。 

 
表 2 两组患者经不同护理干预后的生活质量评分对比（ sx  ，分） 

组别 例数 生理功能 社会功能 情感 心理 

实验组 74 20.16±4.25 21.13±2.47 20.13±2.64 20.49±2.75 

常规组 74 16.42±4.28 17.35±2.16 17.19±2.07 17.91±1.73 

t 值  5.334 9.910 7.539 6.831 

P 值  0.000 0.000 0.000 0.000 

 
3 讨论 
经临床实践研究发现，在对抑郁症患者实施治疗的过程

中，辅以护理干预措施可大大提升临床治疗效果，同时引入
综合心理护理干预措施可提升临床护理效果，改善预后，降
低患者发病几率

[2]
。据此，本文展开相应研究。 

经对比数据分析得出：实验组患者在常规护理基础上予
以综合心理护理干预后的负性情绪评分较常规组低，生活质
量评分较常规组高，并且各对比数据间差异显著，即P＜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 

综上可知，在抑郁症康复护理中引入综合心理护理干预
措施后，不仅能够提升临床护理的有效性，改善患者的心理
状态，同时也能够增强治疗效果，实现对患者生活质量的有
效提升目标，建议在临床护理实践中广泛普及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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