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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式护理联合共情理论在抑郁症患者护理中的应用 
曹小娟 

新疆巴州人民医院  新疆巴州  841000 

摘要：目的  分析激励式护理联合共情理论在抑郁症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与价值。方法  选取抑郁症患者 40 例。按照随机

数字表法将其均分为两组，分别实施常规干预（对照组）、激励式护理联合共情理论干预（观察组）。对比两组干预前后的

HAMD 评分、SF- 36 量表评分及护理满意度差异。结果  与对照组数据相比，观察组干预后的HAMD 评分显著更低，SF- 36

量表各个维度的评分及护理满意度均显著更高（P<0.05）。结论  对于抑郁症患者而言，为其实施激励式护理联合共情理论干

预能够有效缓解患者的抑郁症状，从而有效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进而提升其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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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压力及工作压力的增加，抑郁症等精神类

疾病的发病率逐渐由升高的趋势。抑郁症患者大多表现为持

续性的、明显的情绪低落，病情严重者甚至有自杀倾向
[1-3]

。

对此，对于抑郁症患者实施有效的治疗与护理干预，以缓解

其病情，改善其日后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4-5]

。对此，笔者

选取近年来新疆巴州人民医院收治的抑郁症患者作为研究对

象，分组后分别对其实施差异化护理干预，旨在分析分析激

励式护理联合共情理论在抑郁症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与价

值，现进行如下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19 年 10 月至 2021 年 10 月期间，选取到新疆巴州人

民医院就诊并接受治疗的抑郁症患者，共计有 40 例。按照随

机数字表法将其均分为两组，分别为对照组、观察组。组间

资料对比无差异（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一般资料对比 

性别[n（%）] 文化水平[n（%）] 
组别 

男性 女性 
平均年龄（岁） 

小学及以下 初高中 专科及以上 

观察组（n=20） 12（60.00） 8（40.00） 38.96±9.97 2（10.00） 6（30.00） 12（60.00） 

对照组（n=20） 11（55.00） 9（45.00） 39.04±10.11 1（5.00） 8（40.00） 11（55.00） 

P >0.05 >0.05 >0.05 

1.2 方法 

对照组：常规干预。 

观察组：激励式护理联合共情理论干预，具体如下。 

（1）激励式护理：在准确评估抑郁症患者的病情严重程

度后，个体化的为其制定每周任务，并督促他们尽力完成，

根据患者为完成程度，对其实施不同的奖励，例如日用品、

零食、口头表扬等，并将患者的这种变化以折线图或者柱状

图的形式进行记录后为患者展示，使得患者能够直观的感受

到自己的进步，增强治疗信心与护理配合度
[6-8]

。 

（2）共情理论干预：与患者沟通时，要有耐心，注意倾

听，并给与患者点头等肢体动作表达；充分尊重患者，在与

患者进行沟通的过程中能够及时给予患者反馈，语言温柔并

配合以相关的肢体语言，不断引导患者进行自我表达，让患

者能够真切感受到护理人员是能够真正理解他们的，从而增

强护患信任，为护理与治疗提供基础
[9]
。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干预前后的 HAMD 评分、SF-36 量表评分及护理

满意度差异。 

1.4 统计学分析 

利用 SPSS18.0 统计学软件，计量资料用（ sx  ）表示，

对比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用[n（%）]表示，对比采用χ
2
检

验，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干预前后的 HAMD 评分对比 

见表 2。 

表 2  两组干预前后的 HAMD 评分对比[（ sx  ），分] 

组别 干预前 干预后 P 

观察组（n=20） 25.78±4.25 10.03±3.62 <0.05 

对照组（n=20） 25.24±3.11 16.39±2.54 <0.05 

P >0.05 <0.05  

2.2 两组干预前后的 SF-36 量表评分对比 两组患者干预前的 SF-36 量表评分对比无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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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干预后，观察组 SF-36 量表的各维度评分均高于

对照组（P<0.05）。 

2.3 两组护理满意度对比 

见表 3。 

表 3  两组护理满意度对比[n（%）] 

组别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n=20） 12（60.00） 4（20.00） 3（15.00） 1（5.00） 19（95.00） 

对照组（n=20） 8（40.00） 3（15.00） 3（15.00） 6（30.00） 14（70.00） 

P     <0.05 

3 讨论 

有研究指出，抑郁症患者的思维方式与普通人不同，故

而在实施护患沟通时往往存在着较大的难度，而实施常规护

理干预难以准确把握患者的心理状态，故而这也是导致其整

体护理效果不理想的原因之一
[10]

。近年来，有研究指出，护

患之间在进行沟通与交流时，综合运用共情理论能够让患者

感受到充分的理解与尊重，提升护患沟通效果，建立护患信

任
[11]

；而激励式护理则能够通过一系列的激励措施充分增强

患者的治疗信心与护理配合度，二者联用，往往收获较大
[12]
。 

对此，笔者将其运用至本研究中，其结果显示：与对照

组患者相关数据进行对比，观察组患者干预后的 HAMD 评分显

著更低，SF-36 量表各个维度的评分及护理满意度均显著更

高，组间对比差异显著（P<0.05）。 

综上所述，对于抑郁症患者而言，为其实施激励式护理

联合共情理论干预能够有效缓解患者的抑郁症状，从而有效

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进而提升其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具

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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