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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干预对急诊创伤患者的探讨

赵� 静*� 肖阳波� 季美芸

远安县人民医院� 湖北� 宜昌� 444200

摘� 要：目的：分析心理干预对急诊创伤患者抑郁和焦虑效果。方法：本实验选取����年�月～����年�月本院所

接收的��例急诊创伤性患者为观察组，另取����年�月a����年�月本院所接收的��例急诊性创伤患者为对照组。对照

组患者接受常规化护理干预，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的基础上接受针对性心理护理干预，分析两组患者护理满意率及干

预前后焦虑自评量表（6�6）、抑郁自评量表（6�6）评分对比情况。结果：干预前，两组患者6�6、6�6评分无明

显差别（��������），干预后，观察组患者6�6、6�6评分低于对照组（��������）；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率������

明显高于对照组������，组间数据存在统计学意义（��������）。结论：对于急诊创伤患者来讲，为其开展针对性心

理干预能缓解患者内心焦虑、抑郁程度，同时也能提升患者对于临床护理服务的满意率，可取得医患双赢结果，值得

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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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本实验选取����年�月～����年�月本院所接收的��例急诊创伤性患者为研究样本，将其视为观察组。在此其中

男��例、女��例。年龄��～��岁，平均年龄����������岁。在此其中四肢创伤者共计�例、腹部创伤者共计�例、胸部

创伤者共计��例、颅脑创伤者共计��例。另取����年�月～����年�月本院所接收的��例急诊性创伤患者为对照组。在

此其中男��例、女��例。年龄��～��岁，平均年龄����������岁。四肢创伤者共计�例、腹部创伤者共计�例、胸部创

伤者共计��例、颅脑创伤者共计��例。经对比，两组受试者基线资料无明显差别，有可比性，��������。纳入标准：

①临床资料完整者；②无意识障碍者；③年龄��岁以上者；④患者6�6得分��分以上且6�6得分��分以上者。排除标

准：①转院者；②昏迷者；③家属放弃抢救者；④精神疾患；⑤法定传染病者。本次研究已通过医学伦理委员会批

准，相关精神符合《赫尔辛基宣言》中的有关内容。且均已获得患者以及患者家属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护理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配合急诊医生快速处置患者，动作轻、准、快。保持环境安静，减少外界的不良刺

激。观察患者情绪，做好安全护理，避免患者出现意外。（�）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实施心理干预，主要包括：

①认知行为干预。与患者、家属交流，评估应激源，了解患者对突发创伤的感受、应对方式，判断其思维方式。重点

分析患者出现的心理问题，找出不合理信念，纠正非理性思维，帮助建立正确、合理的认知模式，从而改变其不良心

理应激和消极行为，降低焦虑、抑郁的发生。对自杀倾向患者要重点干预，极力消除其消极情绪，建立正确认知结

构，从根本上改善不良心理反应。同时，做好安全防护，避免发生意外。②心理支持干预。护理人员要引导患者倾诉

对创伤的感受和心理需求，设身处地地感知患者内心体验。应用支持、安慰、正向暗示和鼓励等方式引导患者面对现

实，直面应对，提高患者的正性反应。对情绪激动、有自杀倾向患者，首先应使其镇静，同时向患者讲述减轻心理应

激、放松身体的方法，引导其转移对悲伤的注意力。③家庭及社会支持。向患者家属介绍家庭、社会支持对改善患者

不良心理应激，提高治疗依从性的正向作用，指导家属如何帮助患者缓解压力，建立积极的家庭、社会支持系统。充

分发挥以家庭为主的社会支持体系，让患者自觉感受到家庭、社会的温暖，减轻心理负担，树立正向情绪，积极配合

治疗。

�����观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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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实验应用焦虑自评量表（VHOI��DWLQJ�DQ[LHW��VFDOH，6�6）、抑郁自评量表（VHOI��DWLQJ��HS�HVVLRQ�VFDOH，6�6）

对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焦虑、抑郁评分情况加以对比。分数越高表明患者焦虑、抑郁情况越严重。②本实验应用本院自

制的护理满意度调查表格，对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情况进行分析。主要项目包含满意、较满意、不满意�个项目。总

满意率� �（满意�较满意）�例数�����。

�����统计学方法

本实验应用6366�����统计学软件处理数据，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表示，采用�检验；计数资料用百分

率（�）表示，采用χ�检验。若��������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6�6、6�6评分对比情况干预前，两组患者6�6、6�6评分无明显差别（��������），干预

后，观察组患者6�6、6�6评分低于对照组（��������）。见表�。

表1��两组患者干预前后SAS、SDS评分对比（ ）

组别 例数
6�6 6�6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 ���������� ���������� ���������� ����������

对照组 �� ���������� ���������� ���������� ����������

� ����� ������ ����� ������

� ����� ����� ����� �����

注：6�6为焦虑自评量表；6�6为抑郁自评量表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率对比情况

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率�������明显高于对照组������，组间数据存在统计学意义（��������）。见表�。

表2��两组患者护理满意率对比情况（�，�）

组别 例数 满意 较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率

观察组 �� �� � � �����

对照组 �� �� �� � �����

χ� �����

� �����

3��讨论

急诊患者往往因忽然遭遇车祸事件致伤残或病痛急诊入院，再加上陌生医疗环境、冰冷的抢救设备，患者因此产

生恐惧、焦虑、忧郁、沮丧等一系列持久而强烈的情绪反应，使机体长期处于持续应激状态。对交通事故致外伤急诊

患者，在常规急诊护理的基础上早期联合心理护理，采用心理疏导、心理支持等措施，使患者的不良情绪及时得到宣

泄，缓解了患者的心理压力，保证了诊疗护理措施的顺利进行，为达到最佳的救治效果提供良好的基础。心理干预尽

可能在短时间内给予患者心理支持，及早帮助患者恢复正常心理状态水平；肯定患者已经采用的有效应对技巧；同时

积极寻找社会的支持系统，填补常规急诊护理工作中的不足，降低了患者焦虑、忧郁的心理；提高了满意度；缩短了

手术时间和住院时间，取得了患者、医院双赢局面，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本实验中，对观察组患者开展针对

性心理护理的环节主要包含：精确分类患者心理情况、拉近护患之间的距离以及个体化心理护理。在此其中对受试者

开展心理情况精确分类，目的主要在于寻找患者的共同点，比如说哪些患者由于感情不和出现抑郁情绪、哪些患者由

于存在悲观厌世出现心理问题等；就积极沟通全面拉近护士和患者之间的距离，护理人员在接诊患者之后，并不是马

上解决患者内心所存在的问题，而是要首先与患者之间做好交流，有效消除患者内心陌生感；从个体化心理护理干预

实施环节来看，护理人员应当结合以上两个环节所了解的患者情况，开展诸如心理支持、引导举例以及鼓励等方法。

为受试者开展个体化心理护理干预工作。

本实验相关研究结果表明：干预前，两组患者6�6、6�6分数无明显差别（��������）；干预后，相较于对照组，

观察组患者6�6以及6�6分数明显更低，组间数据存在统计学意义（��������）。该项结果代表对患者开展针对性心理



心理学护理国际护理与健康�2021� 第2卷�第6期

33

护理干预，有助于消除其内心不良心理。从本文内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方面来看：和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者护理满

意率明显更高（��������），代表对患者开展护理干预，有助于提升患者对于临床护理工作的满意率。

总的来讲，对于急诊创伤患者来讲，为其开展针对性心理干预能缓解患者内心焦虑、抑郁程度，同时也能提升患

者对临床护理服务的满意率，可取得医患双赢结果，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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