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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行为干预对脊柱手术围术期焦虑和疼痛的研究

李凌云!文
!

静!杨
!

萍!杨小伟

"江苏省徐州市肿瘤医院骨一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认知行为干预对脊柱手术围术期焦虑和疼痛的效果%方法
!

选择该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
%&(

例脊柱手术患者!随机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

例%实验组患者采用认知行为干预!

对照组使用常规脊柱外科手术护理%应用焦虑自评量表"

Y*Y

$和疼痛视觉疼痛"

U*Y

$评分比较
&

组患者的焦

虑&疼痛情况%结果
!

实验组患者术后
,

&

#E

后血清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水平均比对照组降低"

!

$

('(-

$#

实验组患者
Y*Y

和
U*Y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认知行为干预能有效缓解

脊柱手术围术期患者的焦虑和疼痛!促进患者的功能恢复%

关键词"认知行为干预#

!

脊柱手术#

!

焦虑#

!

疼痛

中图法分类号"

1$.,'#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64$--

"

&(%)

$

($6(--%6(,

!!

有研究发现脊柱手术围术期患者存在焦虑'抑郁

等不良情绪#其影响治疗和预后#不利于患者疼痛的

缓解#同时疼痛也加剧不良情绪#不利于治疗#负面情

绪和疼痛相互影响*

%6&

+

)受不良情绪的影响#患者内

源性镇痛物质$包括缓激肽'组织胺等&减少#痛物质

和抗镇痛物质不断增多#加剧疼痛*

,6$

+

)当患者处于

轻松'愉快的积极情绪时#内源性镇痛物质$包括脑啡

肽等&增多#从而减少痛物质及抗镇痛物质#减缓患者

疼痛)近年来#越来越关注心理疗法对患者的治疗作

用#认知行为干预是一种新兴的心理治疗方法#通过

对外界刺激的认识重建#增强患者自信心#消除不良

情绪#缓解疼痛*

-

+

)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该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
%&(

例脊柱手术患者)所有患者明确研究

目的#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精神病患者%严重心肝

肾肺功能不全患者%语言'视觉'听觉等障碍患者)将

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

例)实验

组患者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

$

$-'%]&'4

&岁%其中脊柱畸形
%-

例#椎管狭窄
#

例#

脊柱骨折
%,

例#腰椎间盘突出
&#

例)对照组患者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

$-'#]

&'.

&岁%其中脊柱畸形
%&

例#椎管狭窄
)

例#脊柱骨

折
%,

例#腰椎间盘突出
&.

例)

&

组患者的性别'年龄

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

可比性)

$'/

!

方法
!

$

%

&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普及基本

健康知识#进行专业知识教育#并给予康复指导#预防

术后并发症等)$

&

&实验组患者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

增加认知行为干预)首先明确患者不良情绪的因素#

寻找不合理的情况#向患者讲解术后可能出现的感

觉'情况等#如导尿问题'翻身'疼痛等#使其提前了

解#有充足的心理准备#进行认知重建)手术后帮助

患者坚定信念#记忆重建#缓解术后紧张'焦虑'抑郁

等)行为干预主要是向患者传授消除疼痛和焦虑的

方式!第一是分散注意力#患者可在某一个阶段#将注

意力集中在某一特定事件上#进行注意力转移练习#

想象自己处于良好的环境#或者描述过去高兴的经

历#分散对焦虑和疼痛的关注)第二是进行放松练

习#使用胸式呼吸或腹式呼吸#放松肌肉或进行握拳

放松循环)第三是思维停顿#当紧张或者焦虑时#清

空所有想法#回忆过去愉快的经历)第四是家属要及

时给予患者语言上的鼓励#对患者进行心理护理#学

习一些护理专业技能#密切关注患者情绪#避免冲突

和矛盾)

$''

!

观察指标
!

采用焦虑自评量表$

Y*Y

&评价患者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R@IS<E!B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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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

U8B'%-

!

V8'$



的焦虑情况#量表由
&(

个项目组成#评分级别为
%

#

$

级#以
-(

分为分界标准#

-(

#

-4

分为轻度焦虑#

%

-4

#

#4

分为中度焦虑#

#4

分以上为重度焦虑)使用疼

痛视觉模拟$

U*Y

&评分评价患者的疼痛情况#总分
%(

分#分值越高#疼痛程度越强#

(

分为无痛#

%(

分为剧

痛#其中
(

#

&

分为优#

%

&

#

-

分为良#

-

分以上为差)

患者手术前
%E

'术后
&E

进行
Y*Y

量表评分)术后

,

'

#E

分别进行
U*Y

评分#评分时间
%-

!

((d%#

!

((

)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Y+YY&('(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使

用
!

& 检验#计量资料以
F]@

表示#组间比较应用
;

检

验#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

组患者血清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水平结果

比较
!

实验组患者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水平在术

后
,

'

#E

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

组患者血清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水平结果比较#

F]@

%

KK8B

&

R

$

组别 例数$

-

&

肾上腺素

入院时 术后
,E

术后
#E

去甲肾上腺素

入院时 术后
,E

术后
#E

对照组
#( ,#'--]$'%# ,4'$#].'), ,#'(#]('&- ('4&]('&, ('4-](',& (')#]('&-

实验组
#( ,.'-.]$'(& &&',,]$'-% &('$.],'$, ('4%]('&- ('$%]('%) (',$]('%-

; (',#) %-'&.% %$'-)# ('&4$ %#'&,- %-'--#

! ('.&$ ('((% ('((& ('-). ('((( ('((%

/'/

!

&

组患者
Y*Y

量表评分结果比较
!

&

组患者干

预前
Y*Y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实验组患者认知行为干预后#

Y*Y

量表评分明显低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

组患者
Y*Y

量表评分结果比较#

F]@

%分$

组别 例数$

-

&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 -#'$.]-'$, -$'&,]$'%&

实验组
#( -.'%&]-'&- $#')%],'-)

; %'$&# .',%)

! ('&.- ('((%

/''

!

&

组患者
U*Y

评分结果比较
!

&

组患者术后
,

EU*Y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术

后
#EU*Y

评分比较#实验组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

组患者
U*Y

评分结果比较#

F]@

%分$

组别 例数$

-

& 术后
,E

术后
#E

对照组
#( .'4-]('4& .'%.]%'(#

实验组
#( #'4-]('), #'(%]%'(&

; ('$&# .',.#

! (',-& ('((.

'

!

讨
!!

论

!!

脊柱损伤患者大多数是由交通事故或意外事件

造成#不仅影响患者的躯体#也带来心理上的痛苦)

患者出现脊柱畸形#外形和常人不同#易出现自卑心

理#影响身心健康)面对手术时患者有负面情绪#再

加上可能出现的一系列临床问题#会产生抑郁'焦虑

等心理#血清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水平同时上

升*

#64

+

)大部分患者有强烈的应激反应#中枢神经系

统调控心理应激反应#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水平

是神经转导的递质#随应激反应的变化而变化#而应

激反应加剧又造成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的释放量

增加#这
&

种神经递质和焦虑'抑郁密切相关#可作为

评价焦虑和抑郁的标志物*

%(6%&

+

)本研究结果显示#实

验组患者血清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水平比对照组

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提示通过认

知行为干预#能缓解患者的焦虑程度)

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和医学模式的转变#临床越

来越重视对患者的心理干预#认知行为干预作为一种

新的心理疗法#逐渐被认可*

%,

+

)认知理论认为#认知

过程决定着行为和情绪的产生#通过认知行为干预#

依据认知过程#对行为和情绪产生影响)帮助患者建

立正确认知行为#达到有效治疗的目的)认知行为干

预不是简单的认知和行为疗法的结合#而是需结合行

为主义学习原理'暗示学习原理'潜意识行为原理'当

代认知心理学等知识结构#对患者的心理产生作用#

从而缓解焦虑和疼痛*

%$6%#

+

)有研究报道#围术期患者

产生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和疾病的预后密切相关#

采用认知行为干预能促进患者的治疗)有关研究表

明#认知行为干预能改善宫颈癌患者的心理#也有认

为能改善冠心病心力衰竭患者的情绪)还有研究显

示#认知行为干预能缓解腰椎间盘突出患者的疼痛)

认知行为干预有
,

个基本的层次#心理'行为'连带共

同对患者产生作用#心理干预明确患者的心理障碍#

并积极给予解决#缓解压力和不良情绪#根据不同的

患者#进行/一对一0的心理干预#保持良好的情绪#树

立信心*

%.6%4

+

)行为干预是引导患者的行为#及时纠正

不良习惯)连带关系是通过患者家属'朋友'周围人

的作用#鼓励并帮助患者建立正确的认知结构#促进

其康复*

&(

+

)本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患者进行认知行

为干预后#

Y*Y

量表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实验组术

后
#EU*Y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综上所述#认知行为干预对脊柱手术围术期患者

具有积极的作用#能降低患者的焦虑'疼痛程度#帮助

患者建立正确的认知#促进术后康复)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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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瑞姆自理理论
6

支持教育对首发偏执型

精神分裂症患者负面情绪及生活质量的研究

刘艳丽

"重庆市九龙坡区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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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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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奥瑞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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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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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教育在首发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护理中的负面情绪及

生活质量%方法
!

选取该院诊治的首发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
%$(

例!根据入院先后顺序分为
&

组!对照组给

予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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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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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教育护理%比较
&

组患者的临床用药依从性

及负面情绪改善情况!同时对患者进行为期
%

年的随访!分析患者社会功能恢复情况%结果
!

观察组患者临床

用药依从性显著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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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者经护理干预后负面情绪均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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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者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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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社会功能恢复情况均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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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理理论
6

支持教育干预可有效缓解首发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负面情绪!恢复患

者社会功能%

关键词"奥瑞姆自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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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教育#

!

偏执型精神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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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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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属精神分裂症中的常见类型#

其主要症状是妄想#常导致患者敏感'多疑#护理人员

不能有效获得患者信任#而造成常规护理临床效果不

良#再加上多数患者缺乏自制力#以及对坚持服药必

要性的了解#普遍存在治疗依从率低'生活自理能力

差等问题#严重影响患者社会功能的恢复及治疗后的

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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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显示#奥瑞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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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理理

论
6

支持教育应用于偏执型精神分裂患者的护理#可有

效改善护患关系#提高患者的用药依从性#缓解负面

情绪#减轻社会功能的衰退#提高临床护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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