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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化护理对抑郁症患者抑郁情绪及生活功能的影响 
张娟 

山东省泰安市优抚医院  山东泰安  271000 

摘要：目的：探讨人性化护理对抑郁症患者抑郁情绪及生活功能的影响。方法：选取该院 2019 年 3 月到 2021 年 3 月收治的
抑郁症患者 50 例进行研究,平均分为两组,其中对照组 25 例,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 25 例,给予人性化护理。比较两种护理手段对
抑郁症患者的价值。结果：观察组的抑郁情绪评分低于对照组，生活功能评分优于对照组，2 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人性化护理干预应用于抑郁症患者，能使得患者的抑郁情绪得到有效的疏解，值得推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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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是当下很常见的一种心理障碍病症，其在近年来

的发病率、复发率持续走升，患者基本上都会有消极悲观、

无精打采等症状，当其病情恶化到进展期时，自杀、自残等

行为时有发生
[1]
。本研究针对目前临床的现状，比较和分析

针对抑郁症患者应用人性化护理的运用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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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到 2021 年 3 月收治的抑郁症患

者 60 例作为研究对象，平均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其中，观

察组共 25 例患者，男 15 例，女 10 例，年龄 25~65 岁，平均

(43.15±2.48)岁，病程 6 个月~8 年，平均（4.78±1.20）

年；对照组共 25 例患者，男 19 例，女 6例，年龄 27～68 岁，

平均 (44.90±3.03)岁，病程 8个月~8年，平均（4.95±1.31）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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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护理、健康教育、用药指导

等；观察组给予人性化护理：（1）心理护理：护理人员要在

和患者交谈中及时的察觉到患者负性情绪的走向，不知不觉

的引导患者让其对自己宣泄出长期以来的各种压抑和不快，

在恰当时机对其进行分散负性情绪的心理疏导，尽可能的把

其拉回积极阳光的世界中。（2）共情护理：护理人员可从对

方的角度出发，尽可能的感同身受患者所表达出来的想法和

痛苦，在换位考量中进一步知晓患者的内心，并找寻其抑郁

情绪的源头。（3）认知教育：护理人员可依照患者的年龄、

文化程度、性格等特点，给予其差异化的人性化理论和沟通

理论的教育方式，让患者在和周围人的接触中不断的发现自

己的闪光点，进而让其以平和乐观的心态来看待周边的事物

和疾病，在群体性的社交活动中尽可能的消散内心积压已久

的负性情绪。 

1.3 观察指标 

查看两组患者抑郁情绪评分：选用 Zung 编制的抑郁自评

量表(SDS)，共包括20个条目，每个条目根据症状的出现情况

分为4个等级。分数的大小与抑郁程度之间是正相关的关联。 

从社会兴趣、社会能力、个人卫生三方面来评估两组患

者的生活能力，分数与生活能力之间是负相关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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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2
检验，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心理情绪评分 

观察组（n=25），护理前 SDS（27.84±3.59），护理后

SDS（16.47±2.70）；对照组（n=25），护理前 SDS（28.18

±3.62），护理后 SDS（23.26±3.05）；（t=8.614，P=0.004；

t=5.835，P=0.002）(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2 生活功能 

观察组（n=25），社会兴趣（8.19±1.14）、社会能力

（8.15±1.34）、个人卫生（5.69±1.02）；对照组（n=25），

社会兴趣（10.31±2.44）、社会能力（10.79±1.66）、个

人卫生（7.93±1.50）。（t=7.056，P=0.001；t=7.490，P=0.001；

t=7.279，P=0.001）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抑郁症归属精神科病症的范畴，临床上尚未在病因方面

给出一个清晰的论定，不可否认的是，该病与环境、心理、

社会等多种因素都有着的错综复杂的关联，患者基本上都会

有不同程度的神经错乱、运动能力下降等症状，更甚者还会

因悲观厌世等大量负性情绪的堆积，使得自残、自杀行为频

发
[2]
。 

人性化护理是在“以人为本”理念的指引下，旨在让患

者走出自己悲观、消极的内心世界，让其感受到生命的可贵

和生活的乐观。在人性化护理之下，护理人员会和患者聊一

些当下讨论较高和其感兴趣的话题，并在患者想找人倾诉内

心各种不快时，做好自己倾听者的角色，并适时的给予患者

精神上的共鸣，慢慢的拉近彼此之间的亲密关系；此外，护

理人员还会鼓励患者尽可能的多参加一些社交娱乐活动，让

其不再以冷漠的姿态来看待周边事物，而是在和身边人的接

触过程中慢慢的打开自己，以昂扬乐观的心态来拥抱生活、

融入社会
[3]
。 

总而言之，人性化护理可使得患者的生活功能得到进一

步的提升，是一种科学的护理手段，值得推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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