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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行为干预对溃疡性结肠炎焦虑抑郁患者的影响分析&

陶思玉!金
!

婧

"重庆两江新区第一人民医院消化内科
!

+0$$#$

$

!!

!中图分类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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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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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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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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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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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溃疡性结肠炎!

JCKDHGE;QDK:C;E;=

%

/.

"是一种原因不明的

慢性非特异性肠道炎症性疾病$临床症状常以腹痛#腹泻#黏

液脓血便#里急后重等为其主要表现$因其具有病程漫长#不

容易治愈并且容易反复发作等特点%长此以往对患者的身心造

成极大的影响$甚至给患者带来焦虑和抑郁情绪%增加患者的

心理压力和精神负担%进而加重病情&

$,#

'

$作者研究发现通过

心理行为干预可以改善患者临床症状#提高患者遵医行为和缓

解焦虑#抑郁情绪%从而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给患者带来良性情

绪发展%并且治疗效果明显有效$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纳入的患者均来源于本院消化科
#0$!

年
$

月至
#0$&

年
$

月住院患者%入组标准,符合*炎症性肠病诊断

与治疗的共识意见!

#0$#

年广州"+的诊断标准.有
/.

的典型

症状并经电子结肠镜检查和病理检查确诊%有反复发作的病

史%无精神障碍的患者$患者知晓干预过程并同意参与和签署

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

$

"有严重并发症者%!

#

"电子结肠镜

检查和病理检查有癌变的%!

!

"文盲人群$本次
/.

患者共计

)(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0

$

&$

岁%平均年龄!

!'%#&6

$#%$&

"岁$采用随机奇偶数编号形式将
)(

例患者分为干预组

和对照组%每组
+!

例患者%对比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

$

0%0&

"%见表
$

$

#%!

!

干预方法
!

对照组在常规药物治疗下进行常规护理$干

('&+

重庆医学
#0$(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重庆市卫计委科研项目!

#0$+!0'$

"$

!

作者简介*陶思玉!

$'*&5

"%副主任护师%本科%主要从事消化内科临床护理和临床护

理管理工作%长期从事消化科慢性病和重危患者心理状态方面的研究$



表
$

!!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

性别!

!

"

男 女
年龄!

"6#

%岁"

受教育程度!

!

"

文盲 初中以下 高中 大专及以上

家庭月收入!元"

%

#000 #000

$

+000+000

$

(000

$

(000

干预组
+! #( $* !'%#&6$#%$& 0 #$ $# $0 $ $# ## )

对照组
+! #' $+ +0%$&6$$%!& $ $' $& ) # $* $' &

!

#

/

& 0%+&+ 0%!&& $%(&( #%$0*

% 0%&00 0%*#+ 0%(+* 0%&&0

预组在常规药物治疗和优质护理的基础上给予心理行为干预$

!

$

"与患者深度交流沟通$选派专业技能和沟通能力强#态度

热情#语言温和的高年资责任护士与患者进行沟通%认真耐心

并共情的倾听患者内心的真实感受%逐渐与患者建立朋友式的

良好关系并对其进行心理疏导和讲解疾病知识$根据患者存

在焦虑抑郁的严重程度实施针对性的心理护理%鼓励患者树立

战胜疾病的信心%指导患者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疾病&

!

'

%同时积

极与患者家属沟通%鼓励家属给予更多的亲情关怀%使患者感

知被关心#被重视%进而使患者消除不良情绪$!

#

"运用改良灌

肠方法保留灌肠$因
/.

患者加用局部用药效果优于单纯用

药&

+

'

%故在操作灌肠时动作轻柔%为减少患者痛苦和并发症%采

用
$+

号柔软的乳胶尿管连接灌肠袋前端肛管为患者实施药物

灌肠%根据患者病变部位确定尿管插入肠道的长度%灌肠中药

速控制在
(

$

)Ab

/

A;>

&

&,(

'

%灌肠后嘱患者抬高肛门尽可能保

留
+F

以上&

*

'

%必要时取膝胸卧位%并为患者做好肛周皮肤护

理和保护隐私$!

!

"健康教育$主要包括服药#饮食指导方面

的健康宣教$饮食上嘱患者以轻淡易消化#高热量及营养丰富

的软食%避免辛辣刺激性粗纤维食物%少油腻%忌食奶制品&

)

'

$

指导患者坚持遵医嘱全程服用药物%因患者需长期服用糖皮质

激素或免疫抑制剂%有可能会出现恶心#呕吐#皮疹甚至粒细胞

减少等不良反应%嘱患者选择餐后服药%并教会患者识别药物

不良反应%不要因症状缓解或不良反应随意停药或换药$!

+

"

运动$急性发作或严重时嘱患者卧床休息%缓解期指导患者选

择简单方便#利于长期坚持的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项目%如,步

行#慢跑#上下楼梯#广播体操#太极拳#做家务等%通过长期运

动以增强机体免疫力$!

&

"患者出院后利用网络交流工具%建

立
ii

群%用于医患#护患及患患之间的交流%由具有良好沟

通#协调和表达能力及责任心强的
$

名主治医生及
#

名护师以

上的护士组成$每周免费为患者提供
/.

疾病健康知识教育%

包括用药指导#饮食指导#腹痛腹泻护理#生活护理#功能锻炼#

按时复诊等内容%每
$

个月循环发送上述内容%必要时请病友

讲解坚持治疗的方法和取得的效果$有
#

例患者因个人因素

未加入
ii

群则建立电话回访联系本%每个月定期对患者进行

电话回访指导了解患者治疗效果&

'

'

$

#%"

!

评价指标和方法

#%"%#

!

评价指标

#%"%#%#

!

国际焦虑自评量表!

Z2Z

"#抑郁自评量表!

Z̀ Z

"

&

$0

'

!

用于评估有焦虑#抑郁症状患者的主观感受%并衡量焦虑#抑

郁状态的轻重程度及其在治疗中的变化依据$每个量表各
#0

个条目%采用
+

级评分法%其标准为,(

2

)表示没有或很少时

间.(

4

)表示小部分时间.(

.

)表示相当多时间.(

`

)表示绝大部

分或全部时间$

#0

个题目中分别有
$&

项#

$0

项%按上述
2

$

`

顺序分值分别为
$

#

#

#

!

#

+

分$两个量表分别有
&

项#

$0

项

注
&

号者%按
+

#

!

#

#

#

$

顺序反向计分$量表的主要统计指标为

将
#0

个项目的各个得分相加再乘以
$%#&

以后取整数部分%

得到标准分%根据标准分的高低分别判定患者的焦虑#抑郁程

度及有无焦虑#抑郁症状$两个量表语言简洁%通俗易懂%可以

反映出焦虑#抑郁心情#行为症状以及心理方面的症状$

#%"%#%!

!

遵医依从性量表&

$$

'

!

主要检查患者出院后在服药#

饮食#运动等方面的依从性$通过文献查阅%作者在
W:H;=R

I

服药依从性量表基础上进行改进重新设计量表%增加
#

个条目

后共
$0

个条目,!

$

"是否有忘记服药经历1 !

#

"是否有时不注

意服药1 !

!

"当自觉症状改善时%是否曾停药1 !

+

"当服药自觉

效果不佳时%是否曾停药1 !

&

"是否按照医生要求每天服药的

次数服药1 !

(

"是否按照医生要求的量服药1 !

*

"是否按照医

生要求的时间服药1 !

)

"是否按照医生的要求长期坚持服药1

!

'

"是否严格按照饮食要求规范进食1 !

$0

"是否在缓解期时坚

持运动锻炼1 每个问题
+

个选项!根本做不到#偶尔做到#基本

做到#完全做到"%分别赋予
$

$

+

分%总分
$0

$

+0

分%得分越

高%表示患者遵医行为越好$

#%"%#%"

!

疗效评价标准&

$#

'

!

两组患者从腹痛#腹泻#黏液脓

血便#排便次数#大便镜检#肠镜检查肠黏膜炎性反应等方面进

行评价$完全缓解,治疗后腹痛#腹泻#黏液脓血便等临床症状

完全消失%每日排便次数小于
#

次%肠镜检查肠道黏膜恢复正

常%粪便检查无红#白细胞.有效,治疗后临床症状显著减轻%大

便基本成形%排便次数为
#

$

+

次%肠镜检查肠道黏膜有轻度

炎症反应%粪便镜检红#白细胞数低于
$0

个.无效,患者治疗后

临床症状未见好转%甚至加重%排便次数和性状无变化%肠镜检

查肠黏膜溃疡炎症无好转$治疗有效率
8

!完全缓解
e

有

效"/总例数
g$00"

$

#%"%!

!

评价方法
!

项目护理小组成员在患者
(

个月复查前
$

周向患者电话联系%预约复查时间$对所有入组患者发放问卷

调查表%如个别对问题理解不清楚者%由经过规范化培训的问

卷调查员逐项解释再让其选择答案$问卷填写完毕%调查员当

场检查问卷并收回$对比患者住院及复查时%焦虑#抑郁程度#

服药#饮食#运动依从性和疗效评价$

#%$

!

统计学处理
!

数据采用
ZTZZ$'%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计量资料以
"6#

表示%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

!

# 检验%以
%

%

0%0&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住院及复查时两组患者焦虑#抑郁量表测评结果的比较

研究两组患者住院时护理干预前焦虑抑郁量表测评结果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0%0&

"%

(

个月复查时干预组患者焦虑#

抑郁量表测评结果明显好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重庆医学
#0$(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0%0&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前+后
Z2Z

+

Z̀ Z

评分比较"

"6#

-分#

组别
!

护理干预前

Z2Z

评分
Z̀ Z

评分

护理干预后

Z2Z

评分
Z̀ Z

评分

干预组
+! &&6& &!6' +!6) +#6*

对照组
+! &+6& &!6' &!6) &$6*

& 0%'#* 0%000 &%*'( &%'(#

% 0%!&( $%000 0%000 0%000

!%!

!

出院及复查时两组患者遵医行为依从性比较
!

两组患者

出院时遵医行为依从性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0%0&

"%复查时干预组患者遵医行为依从性明显优于对照组
%

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0&

"%见表
!

$

!%"

!

复查时两组患者疗效评价比较
!

复查时两组患者疗效评

价从完全缓解#有效#无效进行数据分析%干预组患者治疗效果

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8(%&+$

%

%

%

0%0&

"%见表
+

$

表
!

!!

出院及复查时两组患者服药+饮食+运动依从性得分比较"

"6#

-分#

组别
!

服药依从性

出院时 复查时

饮食依从性

出院时 复查时

运动依从性

出院时 复查时

干预组
+! $)%&6#%# #'%(6$%) #%(60%) !%#60%! $%*60%+ !%$60%+

对照组
+! $)%!6#%& #0%+6#%0 #%(60%* #%*60%$ $%*60%& $%'60%+

& 0%!'+ ##%+#$ 0%000 $0%!() 0%000 $!%'$0

% 0%('& 0%000 $%000 0%000 $%000 0%000

表
+

!!

复查时两组患者疗效评价指标比较

组别
!

完全缓解!

!

" 有效!

!

" 无效!

!

" 总有效率!

"

"

干预组
+! #' $$ ! '!%0#

对照组
+! $& $( $# *#%0'

!

#

'%$#$ $%!&0 (%&+$ (%&+$

% 0%00! 0%#+& 0%0$$ 0%0$$

"

!

讨
!!

论

"%#

!

心理行为干预能降低患者焦虑抑郁情绪
!

研究发现患者

的焦虑#抑郁情绪与其心理压力增加#长期腹痛#腹泻#黏液脓

血便等症状和其家人关心等有关&

$

'

$并且焦虑#抑郁情绪能够

抑制患者的内脏活力#降低胃肠动力%促进溃疡的发生和发展$

而
/.

患者因病程长%缓解期与发作期反复交替%患者对疾病

的恢复缺少信心%导致情绪低落%继而出现焦虑#抑郁等不良情

绪%长此反复形成恶性循环&

$!

'

$通过对患者在住院期间实施

心理行为干预%对患者实施心理疏导和情感上的关爱.利用小

型号柔软的乳胶尿管改良灌肠使药液在肠道内停留时间延长

以利于药物最大化的吸收%柔软的乳胶尿管对肠道的刺激减

轻%并且可以达到肠道病变部位%以利于药物直接影响疾病%通

过灌肠后使患者腹痛和排黏液脓血便的次数以及肛门里急后

重等不良症状%在短时间内明显减轻%给患者带来治疗的信心

和看到希望的曙光$出院后利用
ii

群让医患#护患%以及患

患之间持续交流使心理疏导延伸到出院后%通过交流时时掌握

患者心理动态%及时发现和应对生活中存在的心理问题$通过

正性积极的引导%鼓励其树立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及与疾病做

斗争的信心$并且通过心理行为干预也鼓励患者家属给患者

更多的关心和爱护%指导家属给予患者更多的认可#理解和尊

重%使其消除思想上的压力和顾虑%降低焦虑和抑郁情绪&

$+

'

$

本研究显示%干预组患者焦虑#抑郁情绪较入院时显著改善%而

对照组患者前后对照焦虑#抑郁情绪无统计学意义$因此%心

理行为干预对
/.

患者焦虑#抑郁情绪起正性积极的影响$

"%!

!

心理行为干预能提高患者遵医依从性
!

患者遵医依从性

的好坏不仅直接影响治疗效果%也是影响患者疾病复发的重要

因素.

/.

因其治疗用药时间较长%住院期间因护士发放口服

药%患者服药较规范%出院后患者因缺乏自我管理意识及长期

持续的坚持服药#运动和合理的饮食%家属亦缺乏相关疾病的

专业知识%患者常常因症状好转而中断治疗%不按时服药和随

意终止用药%导致病情反复发作长期受到该病的折磨&

$&

'

$出

院后在
ii

群中循环发送药物的作用#用法以及不良反应的处

理方法%提醒患者正规治疗%使他们做到坚持服药%不随意停药

或减药%只有规范服药才能达到良好的治疗效果&

$(

'

$

/.

治疗

期间健康饮食也至关重要%因西南地区居民喜吃辛辣刺激性食

物%因此强调并跟进患者合理饮食非常重要%患者住院期间指

导患者减少对辛辣#生冷刺激性食物的摄入%在出院后在
ii

群中时刻提醒患者清淡饮食%以利于吸收#减轻患者肠黏膜炎

性水肿$正确的运动锻炼方式可增强身体免疫力%是防止病情

进一步发展#缓解症状的重要环节%可以防止因免疫力下降导

致
/.

反复发生与发展$但运动锻炼要求持之以恒%坚持不

懈%患者往往出院后无人督导%不能长期坚持或运动方式不正

确$通过
ii

群的聊天功能可督促患者将运动锻炼坚持下去%

因此心理行为干预提高了患者遵医服药#饮食#运动等方面的

依从性%对
/.

的治疗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

!

心理行为干预能提高治疗效果%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

本

研究中%复查时干预组患者腹痛#腹泻#黏液脓血便和肠镜炎性

反应均较对照组明显改善%治疗效果明显提高$通过心理行为

干预提高了患者服药#饮食及运动锻炼等依从性$患者坚持按

疗程和规范服药%可提高患者治疗效果%减轻腹痛#腹泻次数%

减少黏液脓血便.运动锻炼可以增强患者免疫力%减少复发次

数%疾病处于恢复状态%各种不良症状得以改善%焦虑#抑郁情

绪逐渐步入良性发展$干预后患者对疾病有了正确的认识%也

能够正视疾病的发展%提高治愈疾病的信心和提高生活质量%

促进患者及早康复&

$*

'

$

目前国际上已经广泛关注对
/.

患者的健康管理%希望提

高其生活质量&

$),$'

'

$本研究希望通过心理行为干预对
/.

焦

虑抑郁患者起到积极的影响%由于样本量少%研究不完善%在后

)'&+

重庆医学
#0$(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期笔者还将持续对该类患者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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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后避孕是指产妇在胎盘娩出后的一段时间内%为防止意

外妊娠的发生而 采取的避孕措施$由于哺乳的特殊性及产后

护理知识缺乏%一些妇女认为产后哺乳期不会引起妊娠%不采

取有效避孕措施或选择不恰当的避孕方法导致避孕失败&

$

'

$

世界卫生组织!

]^U

"建议女性分娩后应间隔
#+

个月%再计划

下次妊娠&

#

'

$生育间隔小于
(

个月%不良结局发生率提高

!0"

$

'0"

$导致母亲围生期的并发症及病死率上升&

!

'

$前

次分娩后再次妊娠间隔小于
(

个月%自然流产率和死产率是妊

娠间隔在
#*

$

&0

个月者的
!%!

倍和
$%(

倍 &

+

'

$现产后意外

妊娠的补救的措施多为人工流产%由于哺乳期体内雌激素偏

低%子宫肌层软而薄%容易发生子宫穿孔#大出血等风险$因

此%如何避免产后非意愿妊娠及减少妊娠对母婴的不良结局%

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本研究探索产后延伸护理服务对产后避

孕效果的影响%为临床提供产后避孕的流程及科学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0$+

年
(

$

)

月前瞻性随机选择本院产科住

院娩产妇
#00

例%纳入标准,!

$

"年龄
#0

$

+&

岁.!

#

"有生育存

活#健康新生儿.!

!

"近
#

年无再次生育意愿.!

+

"常年居住在重

庆主城区.!

&

"排除不孕相关因素.!

(

"了解本研究全过程%自愿

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

$

"有严重肝#肾功能障碍#心

血管系统疾病者.!

#

"有两次访视未果#主观原因不愿意配合的

产妇.!

!

"任何其他原因%经研究者判断不能完成研究者$

#%!

!

方法
!

按照纳入标准选择产妇
#00

例%分为两组%对照组

$00

例%观察组
$00

例$实施前记录一般资料%包括患者的年

''&+

重庆医学
#0$(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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