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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和健康教育用于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临床护理工作中的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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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心理护理干预和健康教育在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治疗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随机选取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1月期间于本院接受治疗的 60例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抽签法将患者分为两组，每组 30例，对照组给予
患者常规护理干预，实验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患者心理护理和健康教育干预。对比两组患者的心理状态和健康认知情况。
结果：经过护理干预后，实验组患者的心理状态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且相较于对照组患者对疾病知识的掌握更好，P＜0.05。
结论：心理护理干预和健康教育在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的心理状态有积极影响，可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改善患者紧张情绪，
使患者了解更多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相关知识，帮助患者进行更好的康复，值得应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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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以侵蚀性关节炎为主要症状的自身免

疫病。其主要特征是滑膜炎、关节积液等，如不及时进行治
疗，会导致关节畸形甚至丧失关节功能

[1]
。当前部分基层地

区患者对类风湿性关节炎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延误治疗情
况十分严重，且患者对治疗有抗拒心理，需要为患者传播类
风湿性关节炎的相关知识并为患者进行心理辅导

[2]
。本次研

究选取我院自2020年 1月至 2021年 1月的 60名类风湿性关
节炎患者，探究心理护理和健康教育对其心理状态和健康知
识储备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中，选取 2020 年 1 月至 2020 年 1 月期间于本

院接受治疗的 60 例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使用
抽签法将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 42 例。常规组
年龄 32-59 岁，平均年龄为（44.34±2.24）岁，病程为 6-11
年，平均病程（9.35±0.21）年。实验组年龄 33-60 岁，平
均年龄（45.58±2.25）岁，病程为 5-12 年，平均病程（9.57
±0.11）年。两组患者年龄、性别以及患病年限等一般资料
对比均无显著差异，P＞0.05 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干预，其干预方式包括，用药指导、

生命体征监测、环境护理等工作。 
实验组在接受常规护理干预的基础上还要接受心理护理

干预和健康教育，干预时间为 2个月，干预具体措施如下： 
（1）心理指导：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关注注意患者的

情绪变化，每周都与患者进行深度的心理访谈，针对患者的
心理障碍及压力来源给予相应的指导，尽可能满足患者的需
求，帮助患者调节自身情绪，缓解患者的紧张、焦虑的心情，
提高治疗依从性。 

（2）强化家庭支持：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常常会感到疼
痛，严重者会行动不便，影响患者的心理状态和生活质量。
护理人员需要与患者家属进行深入沟通，让家属为患者提供
心理上的支持。 

（3）展开健康教育指导：部分患者对类风湿性关节炎没
有明确的认知，所以在治疗期间，护理人员要认真回答患者
的问题，为患者讲解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相关的知识和注意事
项，消除患者的紧张情绪，避免由于不良情绪造成的治疗效
果降低。 

1.3 观察指标 
本次研究采取汉密尔顿焦虑评分量表（HAMA）和汉密尔

顿抑郁评分量表（HAMD）对两组患者在护理干预前后心理状
况进行探究,分数越低，患者的心理状态越好

[3]
。分析调查两

组患者健康知识的掌握情况，并计算其健康知识掌握率。 
1.4 统计学分析 
本次分析运用的数据处理软件为 SPSS 18.0，计量资料

在表示时用（ sx  ），在对比时用 t 检验，（n/%）表示计
数资料，采用χ

2
检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心理状态对比 
经比较，护理后两组患者的 HAMA、HAMD 评分均降低，实

验组患者的 HAMA、HAMD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详
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心理状态评分对比 

HAMA HAMD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30 24.12±2.38 16.45±2.55 25.32±3.51 21.13±2.32

实验组 30 22.77±3.35 11.62±2.42 24.85±3.43 14.64±2.25

t  1.7994 7.5252 0.5245 10.9990 

P  0.0772 0.0000 0.6019 0.0000 

2.2 两组患者健康知识情况对比 
护理后，实验组患者的健康知识掌握率（93%）明显高于

对照组患者（63%），P＜0.05，详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健康知识掌握情况对比 

组别 例数 优秀 良好 差 掌握率 

对照组 30 10（33） 9（30） 11（36） 19（63）

实验组 30 21（70） 7（23） 2（6） 28（93）

χ
2
     7.9542 

P     0.0048 

3 讨论 
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一种慢性疾病，其病程长且容易反复

发作。由于患者对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认知不全面，在治疗时
会产生焦虑、恐惧的情绪，需要心理护理干预的介入

[4]
。 

心理护理干预和健康教育可以帮助患者解决心理问题，
增强患者的治疗信心，减轻患者的心理压力

[5]
。护理人员与

患者进行友好的深入沟通，帮助患者摆脱因手术带来的恐惧
感。 

本次研究得到的结果为，在心理护理干预和健康教育后，
实验组的心理状态和健康知识储备情况均高于对照组。由此
可知，心理护理和健康教育对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治疗有积极
影响，能够帮助患者进行更好的康复，值得应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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