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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护理在银屑病患者中的护理效果分析

邓卫红
长治市第二人民医院 山西 长治 046000

摘� 要：目的：探究综合护理在银屑病患者中的护理效果。方法：选取在2021年4月到2024年4月本院收治的70例
银屑病患者，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综合护理）、对照组（常规护理）各35人。结果：相比对照组，观察组护理
效果较高（P < 0.05）；护理后，观察组睡眠质量评分更低、健康保健行为评分更高（P < 0.05）。结论：综合护理在
银屑病患者中应用的护理效果更高，可以显著改善其睡眠质量，提升健康保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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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屑病是一种遗传与环境共同作用诱发的免疫介导

的慢性、复发性、炎症性、系统性疾病，长久以来一直

困扰着无数患者。其病因复杂，病程漫长，且往往伴随

着严重的心理负担，使得银屑病的治疗与护理成为了一

个亟待深入研究的课题[1]。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护理在

疾病治疗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特别是对于银屑病这类身

心疾病，有效的护理手段不仅能缓解患者的身体症状，

更能减轻其心理负担，提升生活质量[2]。本文旨在探究综

合护理在银屑病患者中的护理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在2021年4月到2024年4月本院收治的70例银屑

病患者，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男18例、女17例，平
均年龄（39.52±5.22）岁；对照组男20例、女15例，平均
年龄（39.05±4.98）岁。一般资料无差异，P > 0.05。纳
入标准：（1）患者需经皮肤科专业医生确诊为银屑病，
并具备明确的临床症状，如皮肤发红、脱屑、瘙痒等；

（2）患者需自愿参与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
准：（1）具有特殊类型银屑病（如脓疱型、红皮病型
等）或病情过于严重、复杂，难以进行常规护理和评估

的患者；（3）存在严重精神异常、无法配合研究或护理
的患者。

1.2  方法
观察组实施综合护理：（1）皮肤护理。银屑病患

者应使用温和的洗涤剂清洁皮肤，保持皮肤清洁，减少

细菌和真菌的繁殖，降低感染的风险。要避免使用刺激

性的化妆品和洗浴用品，以免加重皮肤炎症。干燥的皮

肤容易出现瘙痒和炎症，因此，患者应定期使用保湿剂

涂抹在皮肤上，以保持皮肤湿润。选择无香料、无色素

的温和保湿乳液，每日多次涂抹于干燥区域，有助于减

少鳞屑形成，缓解瘙痒。同时，患者应避免摩擦和搔抓

皮肤，过度刺激可能导致皮肤炎症加重，加重银屑病症

状。也要避免过度洗澡，以免使皮肤的天然油脂被清洗

掉，导致皮肤干燥和瘙痒。（2）用药护理。嘱咐患者严
格遵循医嘱，按时按量服用药物。对于局部外用药膏，

如氢化可的松软膏等激素类药物，以及他克莫司软膏等

非激素类药物，患者应正确涂抹于患处，避免涂抹过厚

或过少，以免影响药效。对于口服药物，如布洛芬缓释

胶囊等，患者应饭后服用，以减少对胃肠道的刺激。在

用药过程中，患者应密切关注身体反应，如出现恶心、

呕吐、皮疹等不良反应，应立即停药并就医。银屑病患

者在使用免疫抑制剂、生物制剂等特殊药物时，更需格

外谨慎。这些药物虽能有效控制病情，但也可能带来一

定的副作用。因此，患者应定期监测血常规、肝肾功能

等指标，以确保用药安全。（3）心理疏导。护理人员
需以极大的耐心与同理心，倾听患者的内心独白，理解

他们因疾病而产生的自卑、焦虑与恐惧。通过专业的心

理评估，为患者量身定制个性化的心理疏导方案，包括

认知行为疗法，旨在帮助患者纠正对疾病的错误认知，

学会以积极的心态面对挑战；情绪释放练习，鼓励患者

通过绘画、音乐、写作等方式，将内心的压抑与痛苦释

放出来；以及建立支持小组，让患者在相互分享与鼓励

中，感受到集体的温暖与力量。同时，心理疏导不应仅

仅停留在医院，而应延伸至患者的日常生活中。护理人

员应定期与患者保持联系，了解他们的心理状态变化，

及时给予指导与支持，确保心理疏导的连续性与有效

性。（4）饮食调理。患者应当注重饮食的均衡与多样
性，确保摄入足够的维生素、矿物质与蛋白质。新鲜的

蔬菜与水果，如苹果、香蕉、猕猴桃、菠菜等，它们富

含的维生素与矿物质能够滋养肌肤，促进细胞的再生与

修复。鸡蛋、牛奶、瘦肉等优质蛋白质的来源，也能增

强了机体的免疫力与抵抗力。银屑病患者还需注意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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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辛辣、油腻、刺激性的食物，如辣椒、大蒜等，都

可能加重皮肤的炎症与瘙痒，因此应避免食用。（5）
适量运动。对于病情较轻的患者，可以选择散步、慢跑

等温和的运动方式，这些运动既能够消耗热量，又能促

进血液循环，为皮肤提供更多的养分与氧气。而对于病

情较重的患者，则可以选择简单的肢体伸展运动，避免

过度劳累，以免加重病情。在运动的过程中，患者还需

注意运动量的控制。过量的运动可能会导致身体疲劳，

免疫力下降，反而加重病情。因此，患者应循序渐进，

逐渐增加运动量，让身体逐渐适应运动的节奏。（6）
睡眠干预。营造一个舒适的睡眠环境，包括保持卧室的

安静、整洁与适宜的温度，选择柔软、透气的床上用品

等。指导患者建立规律的睡眠习惯。每天尽量在同一时

间上床睡觉与起床，避免熬夜与赖床，以调整生物钟，

提高睡眠质量。同时，告知患者可以尝试一些放松身心

的技巧，如深呼吸、冥想等，以缓解焦虑与紧张，帮助

患者快速入眠。

给予对照组基础干预、常规治疗等常规护理措施。

1.3  观察指标
（1）护理效果，显效：患者的临床症状基本消失，

如瘙痒、红斑、鳞屑等显著减少或完全消退。皮疹消退

范围达到90%以上，皮肤恢复接近正常状态。患者的心
理状态显著改善，如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减轻，生活

质量提高。有效：患者的临床症状有所改善，瘙痒、红

斑、鳞屑等症状有所减轻。皮疹消退范围在30%至90%
之间，皮肤状况有所改善但未达到完全正常。患者的心

理状态有所好转，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得到一定程度

的缓解。无效：患者的临床症状无改善或加重，瘙痒、

红斑、鳞屑等症状持续存在或恶化。皮疹消退范围小于

30%，皮肤状况未见明显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未发生
变化或恶化，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持续存在或加重；

（2）运用PSQI评分评定睡眠质量；（3）健康保健行为
评分，十分制，得分与健康行为水平成正比。

1.4  统计学分析
SPSS23.0统计学软件，睡眠质量、健康保健行为评

分以“（ ）”表示，“t”检验，护理效果以[n(%)]表
示，“x2”检验，P < 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护理效果：观察组比对照组高（P < 0.05），见
表1。

表1 护理效果[n(%)]
分组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35 20 13 2 33（94.3）
对照组 35 16 9 10 25（71.4）

x2 6.135
P  < 0.05

2 .2  睡眠质量评分：观察组降低程度更高（P < 0.05），见表2。

表2 睡眠质量评分（ ）

分组 n
觉醒次数（次） 入睡时间（h） 睡眠质量评分（分）

实施前 实施后 实施前 实施后 实施前 实施后

观察组 35 5.31±1.35 1.32±0.85 4.20±1.32 0.55±0.41 8.32±1.42 4.29±0.57
对照组 35 5.30±1.41 3.39±1.06 4.19±1.30 1.48±0.60 8.30±1.38 6.02±1.11

t 0.452 9.098 0.105 7.965 0.165 6.322
P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2.3  健康保健行为评分：观察组升高程度更高（P < 0.05），见表3。

表3 健康保健行为评分（ ，分）

组别 例数
遵医用药 健康责任 规律运动 合理饮食

实施前 实施后 实施前 实施后 实施前 实施后 实施前 实施后

观察组 35 3.11±1.05 6.32±1.65 2.20±1.10 6.17±1.35 2.24±1.11 5.87±1.41 3.25±1.05 6.22±1.37
对照组 35 3.13±0.89 5.05±1.35 2.18±1.20 4.21±1.25 2.25±1.10 4.21±1.30 3.26±1.08 5.02±1.21

t 0.685 8.625 0.365 9.362 0.635 8.024 0.632 5.387
P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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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在当今医疗领域，随着医学模式的不断转变，护理

服务也日益向着更加全面、细致和人性化的方向发展[3]。

银屑病，作为一种顽固且易复发的皮肤病，不仅给患

者的身体健康带来困扰，更在心理层面造成了不小的负

担。面对这一挑战，传统的常规护理模式已难以满足患

者的多元化需求[4]。因此，探索一种更为高效、全面的护

理方式，对于提升银屑病患者的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显

得尤为重要。

综合护理，作为一种全面且科学的护理模式，正日

益受到医疗界的广泛关注。它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医疗

护理范畴，而是将护理的触角延伸至患者的身心各个方

面，力求为患者提供最为贴心、全面的照护[5]。在综合护

理的实践中，护理人员不仅需要掌握扎实的护理知识和

技能，还需要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和人文素养。他们需

要与患者建立起深厚的信任关系，倾听患者的需求和感

受，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的护理服务。同时，护理人员还

需要与医疗团队紧密合作，共同制定和执行护理计划，

确保患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6]。本文通过探究综合

护理在银屑病患者中的护理效果，结果显示，观察组护

理效果较高，睡眠质量、健康保健行为改善更明显（P < 
0.05）。原因为：综合护理强调团队协作与专业指导。在
综合护理模式下多学科团队紧密合作，共同为患者提供

全方位的护理服务[7]。这种团队协作的方式能够确保患者

在治疗过程中得到及时、专业、全面的指导和帮助，从

而提高护理效果。银屑病作为一种慢性皮肤病，不仅影

响患者的外貌，还可能引发自卑、焦虑、抑郁等负面情

绪。这些负面情绪在夜晚尤为强烈，容易干扰患者的睡

眠[8]。综合护理注重患者的心理疏导，通过专业的心理咨

询、睡眠干预等手段，帮助患者减轻心理负担，养成良

好的睡眠习惯，从而改善睡眠质量。同时，综合护理通

过专业的健康宣教，使患者更加深入地了解银屑病的病

因、症状等方面的知识。这种知识的普及有助于提升患

者对疾病的认知，使其认识到积极采取健康保健行为的

重要性。患者了解了自己的疾病状况，便能更好地配合

治疗，主动参与到健康管理中来。

综上所述，综合护理在银屑病患者中应用的护理效

果更高，可以明显改善其睡眠质量，提升健康保健行

为。总之，综合护理在银屑病患者中的应用具有重要的

临床意义与价值。它打破了传统护理模式的局限，为患

者提供了更加全面、细致、个性化的护理服务。未来，

期待综合护理能够在银屑病患者的护理中得到更广泛的

应用与推广，为更多的患者带来福音。也呼吁广大医护

人员能够不断探索与创新，为银屑病患者的护理贡献更

多的智慧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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