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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经颅磁刺激配合个性化护理对抑郁症患者负性情绪及生

活质量的影响分析 

孙莎莎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芜湖医院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 

【摘  要】目的：探讨并分析重复经颅磁刺激配合个性化护理对抑郁症患者负性情绪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在2022年1月至2023

年12月期间，选取我院50例抑郁症患者为本次研究对象，采取计算机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n=25）和研究组（n=25），

两组患者均接受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研究组采取个性化护理，对比两组护理效果。结果：护理

后，与对照组相比，研究组SAS、SDS评分均较低，治疗依从性和各项生活质量评分均较高，（P＜0.05）。结论：对抑郁

症患者采取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配合个性化护理，能够明显改善其负面情绪，有助于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值得借鉴和

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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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combined with personalized nursing on negative emotions and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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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impact of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combined with personalized nursing 

on negative emotions and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Method：From January 2022 to December 2023，50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subjects. Using computer table method，they were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n=25）and a study group（n=25）. Both groups of patients received repeated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treatment，while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care and the study group received personalized care. The nursing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After nursing，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the study group had lower SAS and 

SDS scores，higher treatment compliance and various quality of life scores（P<0.05）. Conclusion：Repeated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therapy combined with personalized care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negative emotions 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and contribute to improving their quality of life. It is worth learning from and promoting its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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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是目前临床中较为常见的精神疾病，其发病机制

较为复杂，研究认为与遗传、神经、心理、社会等因素均具

有密切关联[1]。疾病的主要特征表现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

大部分患者还会伴有思维迟缓、兴趣减退等症状，对其身心

健康造成严重威胁[2]。重复经颅磁刺激技术是一种无痛、无

创的新型治疗方法，将其用于抑郁症治疗中，可获得一定成

效。但是在治疗过程中，由于患者的特殊性，其病情改善效

果极易受到外界诸多因素的干扰，所以，对患者采取必要的

护理干预是十分关键的一项内容，能够进一步提升治疗效果
[3]。基于此，本文旨在探究重复经颅磁刺激配合个性化护理

的临床应用效果，具体内容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 2022 年 1 月至 2023 年 12 月期间，于我院选取 50 例

抑郁症患者，将其作为本次研究对象，通过计算机表法进行

组别划分，其中，对照组 25 例患者，包含男性 15 例，女性

10 例，年龄范围 20-68 岁，平均为（45.27±3.48）岁；研

究组 25 例患者，包含男性 14 例、女性 11 例，年龄范围 21-69

岁，平均为（45.38±3.36）岁。将上述两组临床数据资料进

行统计分析，发现组间并无差异（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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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标准：（1）两组患者均临床诊断，均确诊为抑郁症；

（2）两组患者临床病历资料详细、完整；（3）两组患者及

其家属对本次研究中所应用的治疗和护理方案等相关内容

均充分知晓，且签署《医疗合作知情书》。 

排除标准：（1）存在视听障碍、精神病症表现的患者；

（2）存在肝、肾、心等重要组织器官不全或者损伤的患者；

（3）存在恶性肿瘤或者心衰等严重疾病的患者；（4）哺乳

期、妊娠期的女性患者；（5）研究中途退出或者失访的患者。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接受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选用经颅磁刺激

仪，将其刺激频率设置为 2Hz，运动阈值设置为 90%，在治

疗时，需要保证患者的头皮与颅磁刺激仪头帽相切，每次治

疗时间 20min，每周治疗 5 天。 

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密切监测患者的病情变化，给予

抗抑郁药物治疗，同时给予其日常生活行为指导，并告知其

相关注意事项等。 

研究组采取个性化护理：（1）基础护理：首先，需要将

患者安排至一个温馨、舒适的专人病房，每日积极、主动与

患者沟通，对其情绪变化进行密切观察，并结合每位患者的

病情特点，给予其预防干预，对患者进行 24h 监护。（2）心

理护理：由于大部分抑郁症患者的心理负担较重，且情绪低

落，护理人员可以通过语言、眼神、肢体接触等方式，拉近

与患者之间的距离感，并给予其足够的关心和支持。（3）健

康教育：通过适宜的方式向患者及家属讲解抑郁症发生的影

响因素、临床表现、危害性等，便于提高其认知程度，帮助

患者了解疾病的特点及治疗方式，使其意识到坚持治疗的必

要性。（4）饮食护理：护理人员需要结合患者的饮食喜好和

习惯，为其制定合理的膳食计划，尽量让患者保持一日三餐

规律饮食，保证饮食科学、营养均衡，有助于增强患者的身

体素质。（5）安全管理：在病房内不可出现剪 、绳子、

子等危险物品，避免患者自伤或者出现他伤等行为，在患者

外出及活动时，必须进行陪同。（6）家庭、社会支持：护理

人员需要鼓励患者家属积极参与到患者的护理过程中，每天

多陪伴患者，让患者能够感受到家人的爱和家庭的温暖，同

时，也可以带领患者参加社会活动，例如看书、下棋等。 

1.3 评价指标及判定标准 

对比两组负面情绪：通过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

自评量表（SDS）分别测定，SAS 评分＞50 分，SDS 评分＞

53 分，代表患者存在明显焦虑、抑郁情绪，分值越高，代

表患者的负面情绪越严重。 

对比两组治疗依从性：通过本院自制的调查表分别评

价，总分为 60 分，分值≥50 分为完全依从；30-49 分为部

分依从；＜30 分为不依从。 

对比两组生活质量：通过健康调查简表（SF-36）分别

对其评定，在表中共选取 4 个维度进行评估，评分标准均为

0-100 分，分值与之均存在正相关联系。 

1.4 统计学处理 

在本次研究中，对两组抑郁症患者的研究数据，均通过

SPSS21.0 计算机软件进行处理，其中共包括两部分资料，分

别为计数和计量资料，对其分别实施卡方检验和 t 检验，结

果以（n%）和（ sx  ）形式进行表示，将 P＜0.05 作为差

异存在的判定标准。 

2 结果 

2.1 负面情绪评分分析对比 

护理后，与对照组相比，研究组 SAS 评分、SDS 评分均

较低，（P＜0.05）。详见表 1. 

2.2 治疗依从性分析对比 

护理后，与对照组（76.00%）相比，研究组治疗依从性

（96.00%）较高，（P＜0.05）。详见表 2. 

2.3 生活质量分析对比 

护理后，与对照组相比，研究组各项生活质量评分均较

高，（P＜0.05）。详见表 3. 

表 1  负面情绪评分分析对比（分） 

SAS 评分 SDS 评分 
组别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n=25） 54.63±5.22 49.69±4.58 56.49±5.45 49.76±4.59 

研究组（n=25） 54.47±5.18 45.02±4.20 56.38±5.33 45.87±4.45 

t 0.1087 3.7575 0.0721 3.0423 

P 0.9138 0.0005 0.9428 0.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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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治疗依从性分析对比（%） 

组别 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 不依从 总依从性 

对照组（n=25） 8（32.00） 11（44.00） 6（24.00） 76.00（19/25） 

研究组（n=25） 14（56.00） 10（40.00） 1（4.00） 96.00（24/25） 

 2x     4.1528 

P    0.0415 

表 3  生活质量分析对比（分） 

组别 躯体功能 心理功能 社会功能 物质生活 

对照组（n=25） 68.75±4.65 63.26±5.58 62.65±3.59 64.41±5.47 

研究组（n=25） 75.36±5.13 72.73±6.42 71.14±4.26 73.42±2.10 

t 4.7733 5.5666 7.6198 7.6886 

P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3 讨论 

抑郁症属于抑郁障碍的一种典型情况，有研究数据资料

表明，近年来，该病的总体患病率急剧攀升[4]。在患病后，

患者会存在连续且长期的心情低落，并伴有兴趣减退、焦虑、

思维迟缓等症状表现，病情严重者还会出现自杀或者一些自

残行为，不仅会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同时对其家庭也造成

一定负担和压力[5]。在现阶段临床中，对于该病通常采取抗

抑郁药物治疗，但是治疗周期较长，且效果一般。重复经颅

磁刺激是一种新型的治疗方式，主要通过磁信号作用，刺激

大脑神经，达到调节脑功能的作用，进而起到抗抑郁的效果
[6]。但是由于患者疾病的特殊性，极易受到环境变化、情绪

刺激、他人行为等诸多因素的干扰，所以，对患者实施必要

的护理干预尤为重要[7]。个性化护理是一种适用于现代临床

中的护理模式，主要将患者本身作为护理核心，并利用心理

学角度，了解患者的实际护理需求，并对其给予相应的干预

措施，能够提高患者临床配合度，进而改善其病情状态[8]。

结合本次研究能够发现，护理后，通过焦虑、抑郁自评量表

评定，可知研究组 SAS 评分为（45.02±4.20）分、SDS 评分

为（45.87±4.45）分，将其与对照组比较，发现研究组各分

值均较低；通过本院自制的治疗依从性量表评定，可知研究

组（96.00%）高于对照组（76.00%）；此外，通过健康调查

简表评定，可知研究组躯体功能评分为（75.36±5.13）分、

心理功能评分为（72.73±6.42）分、社会功能评分为（71.14

±4.26）分、物质生活评分为（73.42±2.10）分，其各分值

均高于对照组，两组之间比较存在差异（P＜0.05）。说明，

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配合个性化护理，能够明显改善患者的

负面情绪，提高其治疗依从及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对抑郁症患者采取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配合

个性化护理，对于患者生活质量的提升具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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