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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内科住院患者负性情绪的相关因素及心理护理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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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神经内科住院患者负性情绪的相关因素及心理护理的干预作用&方法
!

采用回顾性分析

法!选取
#&!"

年
8

月至
#&!%

年
!&

月本院收治的
!&&

例神经内科住院患者临床资料!按照护理方法的不同将患者

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采用心理护理干预!对所有患者均采用
Q̀B

3

抑郁自评

量表"

1-1

%!日常生活能力"

)-/

%评分(焦虑自评量表"

1)1

%等对患者进行评定!分析患者负性情绪的相关因素!并

对患者实施相应的心理护理&结果
!

对患者进行一段时间的观察和分析后!发现影响患者负性情绪产生的主要相

关因素包含社会支持(经济条件(睡眠(日常生活能力等#发现观察组患者
1-1

(

)-/

(

1)1

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睡眠(日常生活能力(社会支持及经济条件等是影响神经内科住院患者负性情绪产

生的相关因素!在患者康复期间要针对这些因素对患者实施有效的心理护理!降低患者负面情绪!提高患者治疗依

从性!促进患者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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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内科住院患者在住院期间可能会由于种种原因产生

较强的负面情绪和心理障碍#影响患者康复)有关研究显示应

激能够导致机体生理*心理等方面的改变#而住院治疗是一种

急性应激源#可能会影响患者情绪#致使患者出现精神紧张#甚

至出现行为障碍#加重患者病情#延缓患者治疗与康复时

间,

!>"

-

)多数学者认为心理护理是降低患者负面情绪的主要方

式#护理人员可通过从患者心理*社会*文化*精神方面对患者

进行针对性的护理#降低患者负面情绪#促进患者康复,

%>(

-

)本

文为了研究神经内科住院患者负性情绪的相关因素及心理护理

的干预作用#随机选取
!&&

例患者进行分析#对所有患者采用

Q̀B

3

抑郁自评量表$

1-1

&*日常生活能力$

)-/

&评分*焦虑自评

量表$

1)1

&等对患者进行评定#分析患者负性情绪的相关因素#

并对患者实施相应的心理护理)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随机选取
#&!"

年
8

月至
#&!%

年
!&

月本院

收治的
!&&

例神经内科住院患者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

例患者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8(

岁#平均$

(($!#:

"$(&

&岁%疾病诊断!

#&

例脑动脉狭窄支架植入者*

!(

例癫痫患

者*

#8

例颅内感染*

##

例肺部感染*

!(

例蛛网膜下腔出血患

者%所有患者均没有明显的认知障碍*失语*意识不清等缺陷#

并且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史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

调查方法
!

患者入院后#首先对所有患者进行相关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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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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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分析#调查内容包括患者的一般资料$姓名*性别*年龄*文化

程度*经济收入*婚姻*职业以及既往病史等&#然后采用
1-1

对患者的抑郁情况进行详细的调查*分析#调查过程中对于视

力有问题或者是文化程度低的患者可以由研究人员根据患者

口述代为填写#评分标准为无忧郁!

$

(&

分#轻度抑郁!

(&

(

(9

分#中度抑郁!

'&

(

'9

分#重度抑郁!

&

2&

分)患者的日常生活

能力评定采用
6GIFHDJ

指数#分别从患者在住院期间的穿衣*洗

浴*进餐*如厕*行走等方面进行评定#总分
!&&

分#评定标准为

轻度受限!

&

'&

分#中度受限!

%!

(

(9

分#重度受限!

'

%&

分)

$$/$/

!

心理护理
!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嘱咐患者按时服药#

注意休息#多加锻炼)观察组给予心理护理干预辅助治疗#首

先对患者实施健康教育#护理人员要对患者进行疾病宣传和教

育#多组织患者观看疾病相关录像#进行积极的健康宣传#使患

者主动控制自身情绪反应#减轻患者不良情绪对疾病造成的影

响)另外#对患者实施针对性的心理支持#一般情况下住院患

者容易产生情绪波动#特别是当患者出现反复治疗#病情不稳

定的情况下#可能会对医护人员的治疗失去信心#对周围的人

和事失去兴趣#产生悲观*焦虑*抑郁负面情绪)此时护理人员

要根据患者的具体心理状态和特点做好心理护理#也就是所谓

的因人而异*因人施护的护理方法)护理过程中按照护理运作

程序模式和评估问题制定合适的心理护理目标和措施对患者

实施心理护理#降低患者心理负担#多了解患者基本情况#耐心

与患者进行沟通与交流#对于有负面情绪的患者及时给予安

慰#帮助患者适应角色转换#使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促进

患者康复)

$$'

!

观察指标
!

利用
1)1

对患者护理前后焦虑状态进行评

分#总分
!&&

分#得分越高表示患者焦虑状态越严重)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1,11#&$&

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及统

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J:E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

数资料采用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对研究数据

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与秩和检验)以
'

\&$&(

为检验水准#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患者负面情绪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

采用多元逐步回归分

析法对患者负面情绪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影响患者负

性情绪产生的主要相关因素包含社会支持*经济条件*睡眠*日

常生活能力等)见表
!

)

表
!

!

患者负面情绪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因素 偏回归系数 回归系数标准误
P !

社会支持
!$#'( !$&#" ($%(2

$

&$&(

经济条件
"$('9 !$98' ($!8#

$

&$&(

睡眠
#$829 !$#2( ($%(8

$

&$&(

日常生活能力
U&$&9' &$&%# ($%(8

$

&$&(

!!

注!相关系数
?\&$("2

#决定系数
?

#

\&$#88

#

!

$

&$&(

)

表
#

!

两组患者护理
1-1

+

)-/

+

1)1

评分比较

组别
, 1-1 )-/ 1)1

观察组
(& (&$"!:9$%8 (($#!:"$%( (!$'!:2$"8

对照组
(& %!$(8:'$#" "'$&!:%$!( %'$'#:'$(9

@ '$"(%% "&$"'(89 ($"#89

! &$&&&& &$&&&& &$&&&&

/$/

!

两组患者护理
1-1

*

)-/

*

1)1

评分比较
!

护理后#发现

观察组患者
1-1

*

)-/

*

1)1

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

&)见表
#

)

'

!

讨
!!

论

神经内科住院患者由于病情比较严重#容易反复发作#且

长时间地住院#往往会产生焦虑*抑郁*紧张恐惧等不良情绪#

甚至还会出现严重的心理障碍)封闭的病区环境#各种陌生的

监护治疗仪器#频繁的检查等都会对患者情绪产生不良影响#

而这些负面情绪均会对患者疾病的产生*发展有重要影响)

影响患者情绪的因素很多其中应激事件是重要因素之一#

应激事件与患者个体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性)

YG

e

D=AJDHAB

等,

'

-对患者负面情绪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社会孤立*

经济问题*生活功能等因素影响着患者的情绪#提示社会支持*

经济收入水平*患者自身生活自理能力及睡眠质量是影响患者

的重要因素)患者在住院期间拥有较多的朋友*家人#并得到

他们的关心和支持#能够极大增强患者的信心#降低患者负面

情绪)社会支持能够缓冲应激事件对患者情绪的影响#有关研

究显示社会支持是担任缓冲作用的主要因素#社会经济地位也

是影响患者负面情绪的相关因素之一#较低的经济收入水平会

降低患者个体控制应激的能力#这种情况下个体负性情感产生

的可能性比较多)

4GJJ@

等,

2

-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与抑郁*

无望感之间呈负相关)个体平均心理状态水平和相对稳定性

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是也有研究认为#抑郁与经济水平没有明

显的相关性#这可能受研究范围和患者总数的影响%日常生活

能力和睡眠质量越差#患者负面情绪发生率越高)本次研究

中#所有患者在生病前均生活独立#睡眠质量良好#

6GIFHDJ

指

数满分)但是生病之后#患者的
6GIFHDJ

指数的平均秩次为

#'$&"

#秩次和为
8&2$&&

#这说明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和睡眠

质量与负面情绪有重要的关联性)这主要是因为很多患者肢

体等存在不同程度的障碍#生活不能自理#伴有严重的临床症

状#晚上睡不着觉#日常生活均需要他人辅助#这些都会伤害到

患者的自尊心#使患者产生明显的抑郁情绪#而且随着患者病

情的加重#这种负面情绪会越来越重)

通过以上的分析与总结发现#社会支持*经济条件*睡眠*

日常生活能力等均为患者负面情绪产生的相关性因素,

8>!&

-

)

所以#临床护理中医护人员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对患者实施

针对性心理护理干预)首先对患者进行有效的心理沟通#了解

患者心理负担#尽量利用和蔼的语言与患者交流#让患者说出

抑郁原因#给患者进行耐心安慰#对患者的疑问要详细地解释#

协助患者实施康复锻炼#提高患者独立性#提高患者治疗信心#

改善患者心态#降低患者抑郁发生率)同时对患者实施健康教

育#积极宣传疾病相关知识#提高患者应激能力#尽量避免不良

情绪刺激患者#嘱咐患者家属特别是家庭条件较差的患者#不

能在患者面前谈论费用问题#嘱咐家属给予患者应有的关心和

支持#了解患者需求#尽量满足患者的合理要求)同时对患者

实施合理的生活能力护理#对患者实施针对性的护理干预)本

次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
1-1

*

)-/

*

1)1

明显高于对照

组#提示心理护理能够有效缓解患者情绪#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影响神经内科住院患者负性情绪的相关因素为

睡眠*日常生活能力*社会支持及经济条件等)针对这些因素

对患者实施针对性的心理护理#降低患者负面情绪#提高患者

治疗依从性#促进患者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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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率的降低具有重要意义)

,*?

是一种多肽激素#最早从甲状腺肿瘤细胞培养液中

提取而来#是肿瘤血清学标志物,

'>9

-

)由于
,*?

稳定性好且在

健康者的血清中浓度极低#

,*?

在败血症*急慢性肺炎*创伤

等患者血清中明显升高#而在病毒感染*肿瘤物术创伤时则保

持低水平#

,*?

在严重细菌感染早期即可升高#是一种非常敏

感特异的血清学标志#因此具有早期诊断价值#可用于各种临

床情况的鉴别诊断,

9>!&

-

)

本研究主要探讨血清
,*?

在急性有机磷中毒患者感染期

的监测价值#由表
#

*

"

可以看出#血清
,*?

水平的高低可以反

映患者有机磷中毒感染症状的情况#在治疗前#感染组的
,*?

水平不低于
&$(B

3

"

=/

的有
!"&

例#而非感染组仅
"!

例#感染

组的
,*?

水平明显高于非感染组的
,*?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

&)

"!'

例患者中感染组有
!"'

例#其阳性阈值

有
!"&

例#而非感染组
!8&

例中不属于阳性阈值的有
!%9

例)

其阳性预测值为
8&$2(7

#阴性预测值为
9'$!"7

#灵敏度为

9($(97

#特异度为
8#$287

)经过抗菌药物的治疗#存在感染

呈现阳性的急性有机磷中毒患者的血清
,*?

水平在
%

(

2N

内

逐渐降低并小于
&$(B

3

"

=/

#临床的感染症状得以控制)本研

究对血清
,*?

在急性有机磷中毒感染期的研究#临床上在检

测血清胆碱酯酶水平的同时应检测血清
,*?

#通过血清
,*?

判断有机磷中毒患者的感染情况#针对不同的发热原因采取相

应的治疗手段#对临床医生合理用药具有指导意义)

综上所述#血清
,*?

测定对急诊有机磷中毒患者感染期

的监测有指导意义#可以评估有机磷中毒的感染状况和预后情

况#并指导其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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