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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性心理护理在抑郁症护理中的应用研究 
肖信波 

湖北省天门市精神病医院  湖北天门  431700 

摘要：目的探讨抑郁症患者采取认知性心理护理的应用价值。方法 取 2020 年 1 月- 2020 年 12 月我院接收的 96 例抑郁症患
者为研究对象，随机设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对照组采取常规干预，研究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采取认知性心理护理，比较两组护理
前、后的抑郁评分及生活质量评分。结果与对照组相比，研究组护理后的HAMD 评分较低（P＜0.05）；研究组护理后的认知、
社会、躯体及角色功能评分均较高（P＜0.05）。结论对抑郁症患者采取认知性心理护理，其效果较好，有助于改善其抑郁状
况，提升其生活质量水平，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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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精神疾病类型，且以反应迟钝、

心情低落等为主要表现，若不采取及时、有效的治疗方案则
极易对患者的睡眠质量造成不利影响，伴随病情进展部分患
者会出现轻生的想法，进而危及生命

[1]
。据研究显示，对抑

郁症患者开展对症治疗的同时采取认知性心理护理，能够提
升患者的认知能力，加速其病情康复，改善患者病情

[2]
。但

相关报道及针对实际效果的探究相对较少，因此，本研究通
过对抑郁症患者采取认知性心理护理，以探讨其效果。内容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取 2020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我院接收的 96 例抑郁症患

者为研究对象，随机设为研究组和对照组。研究组男 26 例，
女 22 例，年龄 45-73 岁，平均（55.1±4.6）岁，病程 1-6
年，平均（3.7±1.0）年。对照组男 28 例，女 20 例，年龄
43-75 岁，平均（55.4±4.4）岁，病程 1-8 年，平均（3.9
±1.2）年。两组资料无明显差异（P＞0.05），且对本研究
知情、同意，同时该研究已获得伦理委员会准许。 

1.2 方法 
1.2.1 对照组为常规护理，如用药指导，注意事项讲解

及常规宣教等。 
1.2.2 研究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采取认知性心理护理，具

体为：（1）心理干预，护理人员应通过加强与患者间的交流、
沟通，准确了解其心理变化情况，以便给予针对性心理疏导。
（2）环境护理，部分抑郁症患者存在自杀倾向，护理人员则
应对病房内环境进行合理布置，防止将火机、刀具等危险物
品留于病房内，同时加强病房巡视，叮嘱患者家属提高对于
患者的看管力度。（3）认知护理，依据患者接受教育水平的
不同，护理人员可对其进行针对性的认知教育，提高其对自
身疾病的认知，同时告知其按时用药的重要性，提高患者接
受治疗与护理的依从性。 

1.3 观察指标 
1.3.1 分别在护理前及护理 3 个月后采用汉密尔顿抑郁

量表（HAMD）对两组的抑郁状况进行评估比较，分值越高则
表明其抑郁情绪较为严重。 

1.3.2 评估比较两组护理前、护理后 3 个月的生活质量
状况，借助 36 条目健康量表对两组的认知、角色、躯体及社
会功能四方面进行判定，各项均为 0-100 分，分值越高则表
明其生活质量状况较好。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19.0 数据分析，计数资料为 X

2
（%）检验，计

量进行 t检测（ sx  ）检验，P＜0.05 提示有显著差异。 
2 结果 
2.1 两组 HAMD 评分对比 
与对照组相比研究组护理后的 HAMD 评分较低（P＜

0.05），具体见表 1。 
表 1  比较两组 HAMD 评分（ sx  ，分）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T P 

对照组 48 26.0±3.4 14.1±4.6 11.578 ＜0.05

研究组 48 26.2±3.2 9.4±2.0 12.598 ＜0.05

T / 1.637 11.968   

P / ＞0.05 ＜0.05   

2.2 两组生活质量评分对比 
与对照组相比研究组护理后的认知、社会、躯体及角色

功能评分均较高（P＜0.05），具体见表 2 。 
表 2  比较两组生活质量评分（分， sx  ） 

组别 时间 认知功能 社会功能 躯体功能 角色功能

护理前 57.4±4.1 60.7±5.4 60.6±6.4 64.3±6.2对照组

（n=48） 护理后
a

70.0±5.9 72.6±4.3 73.2±4.9 72.6±5.3

护理前 57.2±4.4 61.4±5.7 59.3±5.3 64.7±5.4研究组

（n=48） 护理后
ab

79.4±5.0 84.6±4.7 82.4±5.2 83.3±5.1

注：与本组护理前比较
a
P＜0.05；与对照组护理后比较

b
P＜0.05。 

3 讨论 
临床中，抑郁症患者主要以睡眠不佳、情绪低落以及反

应迟缓为主要表现，伴随病情进一步发展会对其日常生活及
身体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3]
。心理护理是对抑郁症患者进行临

床护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认知性心理护理则属于一种新型
的护理干预方法，该方法主要是通过对患者的心理状况进行
准确了解，从而采取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升患者对自身病
情及护理方案的认知度，使其能够积极配合，最终达到改善
其不良心理状态的目的

[4]
。经本研究提示：与对照组相比，

研究组护理后的 HAMD 评分较低；而研究组护理后的认知、社
会、躯体及角色功能评分均较高（P＜0.05）。说明，对抑郁
症患者采取认知性心理护理，有助于改善其抑郁状态，提高
患者的生活质量水平。认知性心理护理的开展，能够为患者
建立较为科学的治疗及认知观念，提高患者的护理配合度，
减轻其认知障碍情况出现，整体护理效果得到有效提升，临
床应用效果相对较好。 

综上所述，对抑郁症患者采取认知性心理护理，其效果
较好，有助于改善其抑郁状况，提升其生活质量水平，值得
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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