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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情护理对双相情感障碍情绪及生活功能的影响

肖 赛 刘 阳

（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 山东 青岛 266011）

【摘要】：目的：研究双相情感障碍使用共情护理对患者情绪以及生活功能造成的影响。方法：选择 94例双相情感障碍

患者进行组间数据对比分析，选择时间是 2020年 1月份到 2022年 12月份，随机数字表法分组，每组 47例，研究组患

者使用共情护理，对照组患者使用常规护理，比较两组患者的数据，包括护理前后 SAS分值、护理前后 SDS分值以及

护理后生活功能评分。结果：对比对照组患者，研究组患者护理后 SAS分值明显更低，护理后 SDS分值明显更低，护

理后生活功能评分明显更高，P＜ 0.05。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前的 SAS、SDS分值得出 P＞ 0.05。结论：双相情感障碍

使用共情护理，可以促进患者的情绪以及生活功能均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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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empathic nursing on mood and life function in bipolar disorder

【Abstract】：Objective：To study the effects of empathic care on emotion and life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bipolar disorder.

Method：A total of 94 patients with bipolar disorder were selected from January 2020 to December 2022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inter-group data.The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received empathic nursing while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conventional nursing.The data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It includes SAS score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SDS score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and life function score after nursing.Results：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the SAS 

scor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the SDS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and the life function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after nursing，P < 0.05.Comparing the SAS and SDS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before nursing，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 > 0.05.Conclusion：The use of empathic nursing can promote the emotional and life function of patients with 

bipolar dis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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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相情感障碍是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也称为双相情感

障碍或躁郁病。双相情感障碍是一种常见的心理疾病，影响

人群广泛。精神科负责收治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分析患者情

况，伴随存在行为以及思维障碍，患者交替发作狂躁抑郁、单

独发作抑郁、单独发作狂躁，在躁狂期，患者会感到非常兴奋、

活跃和自信，而在抑郁期，则会感到极度沮丧、无助和绝望，患

者发作时情绪交叉，甚至对他人产生攻击，危及自己以及他

人的生命安全，患病后，患者生活质量严重下降。根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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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大约有 1-2%的人口罹患双相情感障碍 [1]。该病男女发

病率相近，发病年龄多在 20-30岁，但也有可能在儿童或老年

人出现。双相情感障碍是一种慢性疾病，需要长期的治疗来

控制症状，常见的治疗方式包括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药物治

疗主要是使用抗抑郁药和抗躁狂药来缓解症状，如锂盐、氟哌

啶醇、卡马西平等，心理治疗包括认知行为疗法、心理动力疗

法等，旨在帮助患者调节情绪、改变思维模式和提高应对能力

[2]。此外，患者的生活方式也对治疗有重要的影响，如保持规

律的作息时间、坚持适度的锻炼、避免酗酒和滥用药物等。由

于患者病情复杂，根治难度很大，给予患者实施单纯治疗，疗

效不满意，因此，应为患者实施有效护理，促进患者情绪改善，

有助于患者的病情早日康复。本文实验选择 94例患者，分析

双相情感障碍使用共情护理对患者情绪以及生活功能造成的

影响。

1 资料和方法

1.1资料

在我院选择 94例双相情感障碍患者进行数据研究，选

择时间是 2020年 1月份到 2022年 12月份，随机数字表

法分组，每组 47例患者。在研究组患者中，男女 20/27，年

龄 18-71（38.2±3.2）岁，病程 2-10（4.4±0.5）年，在对照组

患者中，男女 21/26，年龄 19-72（38.4±3.1）岁，病程 3-10

（4.5±0.5）年。两组数据的统计学计算得出 P＞ 0.05，可以

比较。

纳排标准：（1）与诊断标准符合；自愿参与并知情。（2）

有其他类型的脏器严重病变；脑器质性病变；其他类型的精

神疾病；缺失临床资料。

1.2方法

对照组患者使用常规护理，在患者用药过程中严格遵医

嘱，监督患者的休息情况以及进食情况。

研究组患者使用共情护理，除了开展以上的护理，还需要

增加：（1）共情体验：在患者的平时护理过程中，与其建立积

极沟通关系，引导患者倾诉自己感受，从患者角度分析患者产

生不良情绪的原因，为患者提供鼓励以及安慰，关心患者，尊

重患者，以相关手段缓解患者的不良情绪。同时，护士应共情

患者家属的体验，为患者实施积极陪护，将患者家属的监督

管理等家庭支持作用充分发挥。（2）认真观察：与患者沟通

期间，由护士对患者情绪以及表情等改变进行观察，必要情

况下，鼓励患者，关心患者，将患者治疗疾病的自信心明显提

升，促进护士与患者、患者家属之间的距离明显缩短，促进患

者的治疗依从性明显增加。（3）仔细倾听：与患者沟通时，对

其主诉进行耐心倾听，态度上保持亲切，为患者实施微笑护理

服务，温柔回复患者内心疑虑以及相关护理问题，在患者主诉

时，注意不要打断，耐心倾听，必要情况下，以拍肩、点头等办

法，表达安慰以及理解、认同等，引导患者表达自己想法，促进

患者的不良情绪获得进一步减轻。（4）积极开导：护士应结

合患者心理特点来开展心理干预 [3]，引导患者进入积极情绪

中。（5）知识宣教：在宣教过程中使用人性关怀理论、沟通艺

术、共情理论等知识教育方式，帮助护士学会关心以及理解

等，促进患者的不良心理明显减轻，在此期间，可以连同患者

对长处以及优点进行共同回顾，将其内心对疾病的正向看法

形成。（6）生活功能锻炼：护士应有意识引导患者开展生活

功能锻炼，陪着患者出门走走，多与朋友以及亲人聊天，鼓励

患者积极社交，可以开展下棋、打球、唱歌以及跳舞等活动，积

极参与自己感兴趣的活动 [4]，将白天的睡眠时间控制并减少，

有助于提升患者的生活功能。另外，指导患者将放松技术使

用，保证患者体位合理，指导患者呼吸缓慢、身体放松、双眼微

闭，促进患者达到入睡状态。

两组患者均实施护理 2个疗程，时间定为半年。

1.3效果分析

（1）SAS分值。以焦虑自评量表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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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DS分值。以抑郁自评量表评估。

（3）生活功能评分。包括社会能力、社会兴趣、自理能力、

情绪状态。

1.4数据检验

运用 SPSS25.0软件进行本组实验的相关计算，以χ2检

验对组间的计数资料进行计算，以 t检验对组间的计量资料

进行计算，其表示形式是率（%）、[x̄±s]，P＜ 0.05，则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研究组患者护理后 SAS分值明显更低，护理后 SDS分

值明显更低，护理后生活功能评分明显更高，对比对照组患

者，有统计学意义，P＜ 0.05。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前的 SAS、

SDS分值得出 P＞ 0.05，无统计学意义。
表 1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 SAS分值、SDS分值

组别
SAS分值 SDS分值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n=47） 68.55±2.92 34.42±2.36 72.07±2.74 35.14±2.44
对照组（n=47） 68.95±2.14 48.72±2.14 72.92±2.82 49.95±2.11

t 0.7575 30.7729 1.4821 31.4752
P ＞ 0.05 ＜ 0.05 ＞ 0.05 ＜ 0.05

表 2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后生活功能评分（分）

组别 社会能力 社会兴趣 自理能力 情绪状态
研究组（n=47） 89.24±2.46 88.66±1.47 85.37±1.47 86.42±1.92
对照组（n=47） 71.42±1.25 74.61±1.91 69.37±2.99 80.25±1.35

t 44.2739 39.9645 32.9221 18.0219
P ＜ 0.05 ＜ 0.05 ＜ 0.05 ＜ 0.05

3 讨论

精神科收治的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在临床上常见，患者临

床症状较为复杂，表现为睡眠不好、焦虑不安、精力不足等，患

者对生活没有兴趣，甚至对他人造成损伤，出现自杀行为等，

对患者及其家庭均造成严重影响。因此，给予患者实施有效

护理，十分重要，临床分析得出，为患者实施共情体验，可以有

效改善患者病情并促进患者恢复健康。

近些年来，临床有很多药物用于治疗双相情感障碍患者，

但是始终会导致患者受到精神残疾、功能损害等情况的影响，

即便患者病情稳定，也会影响患者以及工作。在患者治疗过

程中 [5]，给予患者实施共情护理，强化患者认知，为患者实施

家庭治疗、强化支持性心理治疗、行为干预等，可以促进患者

全面康复。

共情护理是一种注重理解患者情感、尊重患者权益、支持

患者自我决策、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的护理方式，在患者护理过

程中，将患者信任获得，引导患者积极向上，促进患者情感状

态积极 [6]。共情护理强调对患者的情感回应和理解，帮助他

们感受到被理解和支持，从而减轻他们的焦虑和抑郁情绪，提

高生活质量。在治疗双相情感障碍的过程中，共情护理可以

对患者的情绪和生活功能产生积极影响：（1）改善情绪状态：

共情护理可以帮助患者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情绪，认识情绪波

动的规律，增强情绪的自我调节能力。通过对患者情感体验

的倾听和理解，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让患者感受到被理解

和支持，从而减轻患者的情绪痛苦，缓解躁狂和抑郁症状 [7]。

（2）提高生活功能：共情护理可以帮助患者建立积极的生活

态度和自我价值感，增强自信心和自我控制力，从而提高生活

功能。护士可以通过与患者沟通交流，了解患者的生活困难

和需求，提供个性化的支持和帮助，促进患者的自我管理和自

我照顾能力。（3）预防复发：共情护理可以帮助患者建立稳

定的护患关系，让患者感受到被关心和支持，从而减少孤独和

无助感，预防情绪波动的发生。通过定期的护理干预，护士可

以监测患者的病情变化，及时发现异常情况，采取有效措施防

止疾病复发 [8]。总之，共情护理是一种重要的治疗方式，它可

以促进患者的情感健康和生活功能，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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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预后效果。

在患者的护理过程中，护士应帮助患者加深认知双相情

感障碍疾病知识的程度，对患者的心理、行为以及家庭支持等

情况进行强化管理，有助于患者提升临床治疗效果，促进患者

复发疾病的情况明显减少。分析得出，针对双相情感障碍的

特点，共情护理的要点包括：（1）理解患者的情绪波动性。护

士需要认识到患者情绪波动的特点和频率 [9]，以便针对不同

的情绪状态采取不同的护理措施。（2）鼓励患者积极参与治

疗。共情护理鼓励患者积极参与治疗，例如定期就医、遵守治

疗方案、参加康复训练等。（3）提供情感支持。护士需要提

供情感支持和安全感，让患者感受到被理解和支持，从而减轻

他们的焦虑和抑郁情绪。（4）教授自我管理技能。护士可以

教授患者自我管理技能，例如情绪调节、压力缓解和睡眠管理

等，帮助患者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情绪和生活。临床探讨发现，

双相情感障碍使用共情护理，可行性高 [10]，做好患者以上的

护理干预措施，可以帮助患者舒缓情绪并促进患者的生活功

能明显提升，患者因此明显改善身心健康。

本组实验得出：研究组患者护理后 SAS分值明显更低，

护理后 SDS分值明显更低，护理后生活功能评分明显更高，

对比对照组患者，P＜ 0.05。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前的 SAS、

SDS分值得出 P＞ 0.05。以上情况证实，为患者使用共情护

理，可以促进患者的抑郁、焦虑等情绪明显改善，运用共情护

理，可以明显提升患者的生活功能，对其原因进行分析得出，

共情护理期间，以共情体验来帮助患者获得帮助，爱护患者，

关心患者，对患者的不良情绪进行舒缓，认真观察，仔细倾听

患者想法，促进患者更加信任护士，以生活功能锻炼方式，促

进患者尽快回归社会生活，促进患者在以后的生活中树立一

定的信心，促进患者的情况显著性改善。

总结以上得出，双相情感障碍使用共情护理的效果显著，

可以促进患者的情绪以及生活功能均明显改善，值得临床

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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