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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心理干预对儿童情绪障碍患者的效果研究

于� �斌*� �张宁霞
新疆阿克苏市人民医院，新疆� 843000

摘� � 要：目的：研究综合心理干预对儿童情绪障碍患者的效果。方法：选择����年�月�����年�月我院收治的儿

童期情绪障碍患儿��例，随机分为�组，对照组接受常规干预，观察组加用综合心理干预，比较两组临床干预效果。

结果：干预后观察组焦虑自评量表（����“���）分、抑郁自评量表（����“���）分与对照组差异显著，��������。观察

组心理健康（����“���）分、社会健康（����“���）分、生理健康（����“���）分、精神健康（����“���）分均显著优于

对照组，��������。结论：综合心理干预对儿童情绪障碍患者的效果显著，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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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UD�����EMH��L�H��To� study� the� effect�of�comprehensive�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on�children�with�emotional�

GL�R�GH�����H�KRGV��Sixty-four� children�with�emotional�disorders�treated�in�our�hospital�from�March�2018� to�March�2019�

were�selected�and� randomly�divided� into�two�groups.�The�control�group�received�conventional�intervention;�the�observation�

group�received�conventional� intervention�and�comprehensive�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The�clinical� intervention�effect�of�

the�two�groups�was�compared.��HV�O�V��After�the�intervention,�the�scores�of�self-rating�anxiety�scale�(33.2±2.8)�and�self-rating�

depression�scale�(36.6±2.6)�in� the�observation�group�were�signi�cantly�different�from�those�in�the�control�group�(�����������

The�scores�of�psychological�health�(69.6±7.2),�social�health�(57.9±6.6),�physical�health�(85.9±6.8)�and�mental�health�(39.6±3.8)�

in�the�observation�group�were�significantly�higher� than�those� in� the� control�group� (������������R��O�VLR���7KH�HIIH�W�RI�

comprehensive�psychological�intervention�on�children�with�emotional�disorders�is�signi�cant�and�worthy�of�recognition.

.H��RUGV��Children’s�emotional�disorders;�comprehensive�psychological�intervention;�effect

一、前言

儿童情绪障碍是发病率较高的儿童神经内科疾病，处于儿童期、少年期的孩子身心各项功能发育尚不成熟，很容

易受到社会、家庭、学校等各种不良因素的影响，进而表现出抑郁、焦虑、强迫、恐怖等表现>��。该病会对患儿身心

造成严重影响，诸如身体疼痛、身体疲倦、心理障碍等，若该病治疗不及时，很容易造成患儿不可逆的精神损伤>��。

儿童期情绪障碍发病机制比较复杂，目前尚无治疗该病的特效药物，在临床治疗的同时，还需要给予患儿全方位的综

合心理干预。

二、资料与方法

（一）临床资料

选择����年�月�����年�月我院收治的儿童期情绪障碍患儿��例。

纳入标准：���上述患者均与儿童期情绪障碍临床诊断标准相吻合>��；���患儿及家属均同意参与本次研究；���经

伦理委员会批准。

与此同时，排除治疗依从性差者、拒绝参加者、免疫功能障碍者及凝血功能障碍者。随机分为�组，对照组��

例，男��例，女��例，患儿年龄在�a��岁之间，平均（����“���）岁，患儿领悟社会支持能力在��a��分之间，平均

* 通讯作者：于斌，����年 �月，男，汉族，山东聊城人，现任新疆阿克苏市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本科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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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临床医学前沿·2019� 第1卷� 第2期

17

（����“���）分；观察组��例，男��例，女��例，患儿年龄在�a��岁之间，平均（����“���）岁，患儿领悟社会支持能

力在��a��分之间，平均（����“���）分，

（二）方法

���对照组

对照组接受常规干预，主要包括遵医嘱用药、一般心理指导、基础宣教、营养支持等方面。

���观察组

观察组加用综合心理干预，主要内容如下：

（�）心理评估

医务人员加强与患儿交流，每天对患儿进行一次动机性访谈，在访谈中应及时引导患儿说出自己的感受与想法，

医务人员做好倾听者的角色，在拉近与患儿之间感情基础上，尽可能掌握患儿情绪、性格、心理需求等个性化信息，

然后全面、客观的评估每位患儿的心理状态。与此同时，加强与医生交流沟通，详细查阅患儿病历信息，积极参与到

患儿后续治疗方案的制定中来。

（�）情绪干预

医务人员应加强患儿情绪干预，对于出现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的患儿，医务人员需要倾听并及时帮助患儿解决

问题，及时安抚患儿。医务人员的各项操作应迅速、准确、轻柔，避免给患儿带来的身体疼痛。若患儿需要卧床休

息，则尽可能将治疗操作安排在白天，不要打扰患儿夜晚睡眠休息。对于存在抑郁倾向的患儿，医务人员需要加强与

患儿交流，多使用鼓励性语言和眼神，给予患者一定的安抚。医务人员还应对患儿进行自我认知训练，积极给予患儿

正面暗示，更好的帮助患儿建立信心。

（�）加强患者心理支持

结合不同患儿具体情况，给予针对性心理支持。若患儿有陪伴需求，则医务人员应不断安抚患儿，加强与患儿交

流，还应叮嘱患儿亲属给予患儿更多地培训和鼓励，让患儿感受到家庭带来的温暖和支持。特别是来自于父母的爱，

对于儿童情绪障碍有很好的疗愈。父母应该学会怎样做孩子的朋友，更好的给予孩子帮助和爱。若患儿缺乏安全感，

医务人员则应为患儿共一对一的独立心理支持，通过专业心理干预，提高患儿安全感。一天两次，一次��分钟，连续

干预治疗�周。

（三）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心理应激反应

选择焦虑自评与抑郁自评量表评估，共��个条目，分数与心理应激呈正相关>����。

���比较两组生活质量

选择�2+42/24量表评估患者生活质量，共��个条目，分数与生活质量呈正相关>��。

（四）统计学方法

采用6366����软件处理数据，组间比较采用χ�检验、�检验，以��������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三、结果

（一）两组心理应激情况比较

干预前两组焦虑自评、抑郁自评量表的分无显著差异，��������；干预后观察组焦虑自评量表（����“���）分、抑

郁自评量表（����“���）分与对照组差异显著，��������。具体情况见表�。

表1�干预前后两组心理应激与生活质量比较（分）

组别
焦虑自评量表 抑郁自评量表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48.3“3.6 33.2“2.8 50.6“4.0 36.6“2.6

对照组 48.2“3.5 39.3“3.2 50.3“3.8 41.6“3.5

P >�0.05 <�0.05 >�0.06 <�0.05

（二）两组生活质量比较

干预前两组生活质量量表各维度的分无显著差异，�� �� ����；观察组心理健康（����“���）分、社会健康

（����“���）分、生理健康（����“���）分、精神健康（����“���）分均显著优于对照组，��������。具体情况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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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表2� 干预前两组生活质量比较（分）

组别 心理健康 社会健康 生理健康 精神健康

观察组 53.5“5.6 42.2“3.5 74.6“6.1 26.5“3.1

对照组 53.9“5.5 42.3“3.6 74.1“6.6 26.4“3.2

� >�0.05 >�0.05 >�0.05 >�0.05

表3� 干预后两组生活质量比较（分）

组别 心理健康 社会健康 生理健康 精神健康

观察组 69.6“7.2 57.9“6.6 85.9“6.8 39.6“3.8

对照组 30.2“5.8 53.4“4.4 80.5“6.0 30.9“3.0

� <�0.05 <�0.05 <�0.05 <�0.05

四、讨论

在孩子成长发育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经历担心、害怕等刺激。一旦有机体受到外界不良因素刺激，其自身丘

脑、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的活动程度明显增加，进而分泌大量的糖皮质激素，短时内血液中促肾上腺皮质激素水平

会显著上升，进而诱发患儿出现各种心理应激反应。一旦患儿出现心理应激，其可能会表现出麻木、回避、情绪不稳

定、高度警觉等症状。若患儿自身行为或情绪异常长期被忽略，无法及时给予针对性干预，很容易导致孩子产生情绪

障碍。

在我国，儿童情绪障碍是发病率较高的儿童少年时期的心理问题，其发病率仅次于行为障碍。儿童情绪障碍患儿

因自身出现的强迫症、癔症、焦虑症、抑郁症、恐怖症等问题，将严重影响儿童的学习和生活，严重的还会导致患儿

出现精神问题以及破坏、攻击等反社会行为。传统药物治疗儿童情绪障碍的方式，只是针对生理因素进行治疗，这对

复杂的儿童情绪障碍治疗效果不大。

心理干预是医务人员在心理学等学科知识的指导下，结合患儿性格、情绪、心理等特点，有计划、有规律的开展

正面医疗干预。随着现代医疗体制的改革，心理干预已成为临床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直接影响患者预后、代表着

临床医疗质量的高低。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指出，通过心理干预能有效减少应激反应，改善患者身心状况>��。随着人

们对医疗服务需求的提升，近年来，综合心理干预干预逐渐在临床广泛应用。在本文研究中，开展心理干预首先需要

对患儿进行准确评估，全面掌握患儿的性格、特点、需求、家庭等指标，在此基础上制定心理干预策略，从而提高心

理干预的针对性。

与传统心理干预相比，综合心理干预能从多方面出发，更好的掌握患者情况、拉近与患者的距离，这有利于医务

人员与患者产生共情效果。综合心理干预措施的实施，能有效减少患者负性情绪、增强心理韧性、缩短恢复时间，还

能明显提高医务人员的诊治效果。

综合心理干预的实施，能在全面评估患儿心理状况的基础上，给予个性化、完整性的治疗支持，在这一过程中，

增强医护人员、患者、家属的交流合作力度，各方面积极参与、共同努力，极大改善患儿身心状况以及生活质量。

通过本文研究证实，观察组心理应激情况显著低于对照组，生活质量显著高于对照组，这与郑秀秀等人的研究结

果相吻合，提示综合心理干预对儿童情绪障碍患者的重要作用>��。虽然国内外关于儿童情绪障碍心理干预研究的案例

逐渐增多，但是，上没有形成标准、统一的治疗方案，在接下来的研究中还需要扩大样本容量、延长观察时间，从而

促使心理干预科学化、规范化。

综上所述，综合心理干预对儿童情绪障碍患者的效果显著，能有效改善患儿情绪障碍和生活质量，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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