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 第6卷�第1期·国际全科医学

108

传染病患者的心理护理策略与实践

罗 妮 李 雯 李燕歌
西京医院第九八六医院 陕西 西安 710000

摘 要：传染病患者在治疗过程中不仅要承受病痛的折磨，还面临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这些压力可能源于对疾病

的恐惧、对隔离治疗的不适应、社会交往的减少、经济负担加重等多方面因素。因此，对传染病患者进行有效的心理

护理，帮助他们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是护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探讨传染病患者的心理护理策略与实践路

径，以期为护理人员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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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传染病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常常面临复杂的心理问

题，如恐惧、焦虑、抑郁、孤独等。这些问题不仅影响

患者的治疗效果和康复进程，还可能对其生活质量产生

长期负面影响。因此，对传染病患者进行心理疏导，帮

助他们建立积极的心态，是护理工作的重要任务。

1��传染病患者的心理特点

1.1  恐惧与焦虑情绪的交织
面对传染病，患者常常陷入对病情发展的深深忧虑

之中。他们担心病情会急剧恶化，甚至担忧自己可能面

临生命的终结。这种对未知的恐惧，如同一片乌云笼罩

在心头，难以挥散。同时，隔离治疗的环境、治疗过程

中的不确定性以及可能带来的生活困境，都让患者感到

极度不安。他们忧虑治疗的效果，担心病情反复，更忧

虑隔离期间的生活如何维系，这些担忧交织在一起，形

成了强烈的焦虑情绪。

1.2  抑郁与孤独的双重困扰
长期的患病状态和社会隔离措施，使得传染病患者

逐渐陷入一种无助和绝望的境地。他们看着自己的身体

日渐衰弱，却无能为力，这种无力感逐渐演化为抑郁情

绪。而社会隔离更是加剧了这种抑郁，他们被迫与亲朋

好友分离，缺乏必要的交流和情感支持，孤独感如影随

形。在寂静的病房里，患者往往只能独自面对病痛和寂

寞，这种孤独感使得他们的心灵更加脆弱。

1.3  自卑心理与猜疑情绪的滋生
传染病患者在承受病痛折磨的同时，还不得不面对

来自社会的偏见和歧视。这种外部压力导致他们内心产

生强烈的自卑感，觉得自己是社会的负担，被他人所排

斥。这种自卑情绪进一步影响了他们与周围人的交往，

使得他们对周围人员的言行变得异常敏感，容易产生猜

疑。他们担心医务人员对自己的病情不够重视，疑虑周

围人是否对自己有所隐瞒或歧视，这种猜疑情绪无疑加

重了他们的心理负担[1]。

2��传染病患者的心理护理策略

2.1  建立深厚的信任关系
在传染病患者的心理护理中，建立信任关系至关重

要。护理人员应主动迈出第一步，与患者建立起畅通的

沟通渠道。这不仅仅意味着定期的交谈和问候，更是要

深入患者的内心世界，了解他们的真实需求和感受。每

一次的交流都应充满真诚和关怀，让患者感受到护理人

员的温暖和关注。倾听是建立信任的关键。护理人员需

要耐心倾听患者的担忧、恐惧和不满，通过点头、微笑

等肢体语言，以及温暖的话语，表达对患者的理解和支

持。这种同理心的展现，能够极大地缓解患者的紧张情

绪，让他们感受到自己并不孤单，有人愿意倾听他们的

心声。同时，尊重患者的隐私也是建立信任关系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在沟通过程中，护理人员应严格遵守医疗

保密原则，不泄露患者的个人信息和病情细节。这种对

隐私的尊重，能够让患者更加放心地分享自己的感受和

经历，从而加深彼此之间的信任。

2.2  普及疾病知识
面对传染病，患者往往因为缺乏了解而产生恐惧和

误解。因此，护理人员需要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向患者

普及疾病的病因、传播途径、治疗方法和预防措施。这

不仅能够帮助患者正确认识疾病，还能增强他们战胜疾

病的信心。在普及知识的过程中，护理人员应注重纠正

患者可能存在的错误观念或不准确信息。例如，有些患

者可能认为传染病是无法治愈的，或者对治疗措施存在

疑虑。这时，护理人员需要耐心解释，用科学的依据和

成功的案例来消除患者的顾虑，让他们明白只要积极配

合治疗，就有希望康复。同时，鼓励患者提问也是普及

疾病知识的重要环节。护理人员应鼓励患者提出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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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问和困惑，无论是关于病情的、治疗的还是生活方面

的，都应给予耐心细致的解答。这种互动式的交流，不

仅能让患者感受到自己的参与和了解是被重视的，还能

加深他们对疾病知识的理解和掌握[2]。

2.3  增强安全感
安全感是传染病患者心理护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为了增强患者的安全感，护理人员需要从环境、治

疗和信息三个方面入手。首先，保持病房的清洁、安静

和舒适是增强患者安全感的基础。护理人员应定期打扫

病房，保持环境整洁；控制噪音，让患者能够在一个安

静的环境中休息；同时，根据患者的喜好和需求，调整

病房的布置和设施，让患者感受到家的温馨和舒适。其

次，治疗过程的透明化也是增强患者安全感的关键。护

理人员应向患者详细解释每一项治疗和护理措施的目的

和过程，让患者了解自己正在接受的治疗是经过严格设

计和科学验证的。这种透明化的做法，能够消除患者对

治疗的恐惧和不安，让他们更加放心地接受治疗。最

后，提供明确、准确的信息也是增强患者安全感的重要

手段。护理人员应及时向患者通报病情的变化和治疗的

效果，让患者对自己的状况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同时，

对于患者可能关心的治疗方案、预后等问题，也应给予

详细的解答和说明，让患者心中有数，减少不必要的担

忧和猜测。

2.4  调整心态与情感支持
积极引导是调整患者心态的重要手段。护理人员应

引导患者关注积极的一面，如治疗进展、自身健康状况

的改善等，让患者看到希望和未来。同时，也要帮助患

者正视现实，接受疾病带来的挑战和困难，鼓励他们以

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和克服。目标设定能够给患者提供明

确的方向和动力。护理人员应与患者一起制定短期和长

期的治疗目标，这些目标可以是具体的病情指标改善、

也可以是生活质量的提升等。通过设定目标并共同努力

去实现，患者能够感受到自己的进步和成就，从而增强

战胜疾病的信心。心理调适方法的教授也是必不可少

的。护理人员可以教授患者一些简单的心理调适技巧，

如深呼吸、冥想、放松训练等。这些方法能够帮助患者

自我管理情绪，缓解焦虑和抑郁等负面情绪。同时，也

可以鼓励患者尝试一些兴趣爱好或活动，如阅读、绘

画、听音乐等，以丰富他们的生活内容，提升心情。保

持沟通是情感支持的核心。护理人员应定期与患者沟

通，了解他们的情感需求和心理状态。对于患者的倾诉

和表达，应给予充分的关注和理解，避免打断或忽视。

同时，也要根据患者的情绪变化，给予适当的回应和支

持，如鼓励、安慰、建议等。这种持续的沟通和支持，

能够让患者感受到自己并不孤单，有人愿意陪伴他们度

过这段艰难的时光。此外，促进社交也是缓解患者孤独

感的有效途径。护理人员可以鼓励患者通过电话、视频

通话或网络社交平台等方式与亲友保持联系。这种远距

离的社交方式，不仅能够让患者感受到亲友的关心和支

持，还能减少隔离带来的孤独感和无助感。

2.5  社会支持与出院指导
护理人员应积极为患者提供社区资源信息，如疾病

支持团体、心理咨询服务等，以便患者在出院后能够继

续得到专业的指导和帮助。疾病支持团体能够为患者

提供一个相互交流、分享经验的平台。在这里，患者可

以结识到与自己经历相似的病友，共同探讨康复过程中

的问题和挑战。这种团体性的支持，不仅能够让患者感

受到自己并不孤单，还能从他人的经验中汲取力量和智

慧，为自己的康复之路增添信心。心理咨询服务则是帮

助患者解决心理问题的专业途径。护理人员可以推荐患

者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或心理治疗师的帮助，通过专

业的心理咨询和治疗，缓解患者的负面情绪和压力，提

升他们的心理韧性和应对能力。在患者出院前，护理人

员还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康复计

划。这包括继续治疗的方案、复查的时间安排、生活方

式的调整等。生活指导也是出院指导中的重要内容。护

理人员应教育患者如何调整饮食、适度锻炼、保持良好

的作息习惯等，以帮助患者恢复身体健康。同时，也要

提醒患者注意个人卫生和防护，避免再次感染或传染给

他人。药物管理则是患者出院后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护理人员应详细向患者说明药物的名称、剂量、用法和

副作用等，确保患者能够正确使用药物。同时，也要教

育患者如何观察药物的疗效和副作用，以及如何处理可

能出现的问题[3]。

3��传染病患者心理护理的实践路径

3.1  评估阶段
评估是心理护理的起点，也是确保后续护理措施有

效性的关键。在这一阶段，护理人员需要通过多种手段

对患者的心理状态进行全面而深入的了解。观察是首

要方法，护理人员应细致观察患者的言行举止、情绪变

化，以及对待治疗和护理的态度，从而初步判断其心理

状态。为了更全面地收集信息，护理人员还可以设计问

卷或量表，让患者自行填写，以了解他们的心理状态、

心理需求以及对疾病和治疗的认知。此外，与患者的直

接交流也是必不可少的，通过面对面的访谈，护理人员

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患者的内心世界，捕捉到那些可能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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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的情感和需求。在必要时，护理人员还可以结合实

验检查结果，如心理测评量表等，对患者的心理状态进

行量化评估，从而更准确地把握其心理特点和需求。

3.2  制定护理计划
基于评估阶段获取的信息，护理人员需要为患者制

定一份个性化的心理护理计划。这份计划应充分考虑患

者的心理特点和需求，旨在通过一系列措施帮助患者调

整心态，积极面对疾病和治疗。疾病知识教育是计划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护理人员需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患

者普及疾病的病因、传播途径、治疗方法和预防措施，

帮助他们正确认识疾病，消除恐惧和误解。同时，心理

支持也是必不可少的，护理人员应根据患者的情绪状

态，提供适当的情感支持和心理疏导，帮助他们缓解焦

虑、抑郁等负面情绪。此外，社会支持也是患者康复过

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护理人员应积极为患者联系社区

资源，如疾病支持团体、心理咨询机构等，以便患者在

出院后能够继续得到帮助和支持。康复指导则是计划的

最后一步，护理人员应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个性

化的康复计划，包括饮食调整、适度锻炼、定期复查

等，以帮助他们尽快恢复健康。

3.3  实施护理措施
制定好护理计划后，护理人员需要按照计划逐步实

施各项心理护理措施。在实施过程中，护理人员的言行

举止至关重要，他们应以真诚、温暖、可信、可敬的

态度对待每一位患者，让患者感受到被尊重和关爱。护

理人员应时刻关注患者的情绪变化，及时给予安慰和鼓

励，尽量消除他们的顾虑和猜疑。同时，护理人员还需

具备敏锐的洞察力，能够及时发现患者心理状态的细微

变化，并据此调整护理措施，以确保其有效性和针对

性。在实施心理护理措施时，护理人员还应注重细节，

如保持病房的整洁舒适、为患者提供必要的隐私保护

等，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实则能够大大提升患者

的舒适度和安全感[4]。

3.4  评价护理效果
最后，评价护理效果是心理护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

一环。护理人员应定期评估患者的心理状态和康复情

况，通过对比评估前后的数据，判断心理护理措施是否

有效，以及是否需要调整。评价不仅应关注患者的情绪

状态、认知水平等心理指标，还应考虑患者的康复进

度、生活质量等实际指标。在评价过程中，护理人员应

充分听取患者的意见和建议，以便更全面地了解护理措

施的实际效果。根据评价结果，护理人员应及时调整护

理措施，以确保心理护理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同时，护

理人员还应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持续改进心理护理实践

路径，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护理服务。

结语

传染病患者的心理护理是一项复杂而细致的工作。

通过建立信任关系、提供疾病知识教育、增强安全感、

调整心态与情感支持、社会支持与出院指导等策略，

结合全面的心理评估、制定护理计划、实施护理措施和

评价护理效果等实践路径，护理人员可以有效地帮助传

染病患者应对疾病带来的心理压力，促进他们的身心康

复。未来，我们应继续深化对传染病患者心理护理的研

究，不断优化和完善护理路径，为更多传染病患者提供

优质的心理护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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