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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疗法在老年精神科病房康复护理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袁� �雪*� �秦� �榛

连云港市第四人民医院，江苏� 222000

摘� � 要：目的：分析认知疗法在老年精神科病房康复护理中的运用效果。方法：本次研究选取本院在����年�月

至����年�月，所接收的���例老年精神患病人员作为研究对象。分别在干预前后运用126,�（住院患病人员观察量

表）、满意度调查问卷以及患病人员配合度评价对这���例患病人员进行调查评估。结果：患病人员的126,�（住院

患病人员观察量表）具有明显提升；患病人员对康复护理工作的满意人数为��例，占总比的��％，不满意人数�例，

占总比的�％，配合度良好的患病人员人数为��人，占总比的��％；配合度尚可的患病人员人数为��人，占总比的

��％，配合度较差的患病人员人数为�人，占总比的�％。结论：在老年精神科病房的康护护理工作中，运用认知疗

法，对老年精神科患病人员的病情好转和社会功能恢复具有极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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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W�DFW���EMHFWLYH��7R�DQDO�]H� WKH�HIIHFW�RI�FRJQLWLYH�WKHUDS��RQ�UHKDELOLWDWLRQ�QXUVLQJ�LQ�JHULDWULF�SV�FKLDWULF�ZDU���

�HWKRG��One�hundred�patients�of�geriatric�psychiatry,�received�by�our�hospital�from�January�2018�to�March�2019,�were�selected�

as�research�objectives.�Before�and�after�the�intervention,�NOSIE�(observation�scale�of�inpatients),�satisfaction�questionnaire�and�

FRRSHUDWLRQ�HYDOXDWLRQ�ZHUH�XVH��WR�HYDOXDWH�WKH�����SDWLHQWV���HVXOW��7KH�126,��RI�SDWLHQWV�KD��LPSURYH��REYLRXVO���7KH�

number�of�patients�satis�ed�with�rehabilitation�nursing�work�was�96,�accounting�for�96％�RI�WKH�WRWDO�� WKH�QXPEHU�RI�SDWLHQWV�

dissatis�ed�was�4,�accounting�for�4％�RI�WKH�WRWDO��WKH�QXPEHU�RI�SDWLHQWV�ZLWK�JRR��FRRU�LQDWLRQ�ZDV�����DFFRXQWLQJ�IRU���％�

RI�WKH�WRWDO��7KH�QXPEHU�RI�SDWLHQWV�ZLWK�DFFHSWDEOH�FRRU�LQDWLRQ��HJUHH�LV�����DFFRXQWLQJ�IRU���％�RI�WKH�WRWDO��DQ��WKH�QXPEHU�

RI�SDWLHQWV�ZLWK�SRRU�FRRU�LQDWLRQ��HJUHH�LV����DFFRXQWLQJ�IRU��％�RI�WKH�WRWDO���RQFOXVLRQ��In�the�work�of�rehabilitation�nursing�

LQ�JHULDWULF�SV�FKLDWULF�ZDU���FRJQLWLYH�WKHUDS��LV�RI�JUHDW�KHOS�WR�WKH�LPSURYHPHQW�RI�WKH�FRQ�LWLRQ�DQ��WKH�UHFRYHU��RI�VRFLDO�

IXQFWLRQ�RI�JHULDWULF�SV�FKLDWULF�SDWLHQWV�

.H��R�GV���RJQLWLYH�WKHUDS���JHULDWULF�SV�FKLDWULF��HSDUWPHQW��UHKDELOLWDWLRQ�QXUVLQJ

一、前言

认知疗法诞生于��世纪��－��年代，是由美国的相关研究人员所提出的。主要是依照人的认知过程，影响其情

绪和行为的一种理论假设，经过认知和行为技术，来改变求医者的错误认知，进而改正并适应不良应为的心理医治

方法>��。认知疗法作为一种系统的心理咨询的理论和技术，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因为，它和人本主义心理

学及认知心理学在理论上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认知行为疗法是一组经过改变思维和行为的方法来改变错误认知，

实现消除不良情绪和行为的短期的心理医治方法>��。

精神科疾病患病人员是精神科病房康复护理工作的首要护理对象，其目的是帮助精神疾病患病人员医治并恢复自

身功能，提升患病人员的生存质量>��。精神科疾病患病人员大部分在精神和心理方面都存有不同程度的困扰和障碍，

不仅对患病人员的生活、行为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也对患病人员的生存质量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认知疗法是经过对

*通讯作者：袁雪，����年��月，女，汉族，江苏连云港人，现就职于连云港市第四人民医院，护师，本科。研

究方向：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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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病人员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观察以及感受，对感动、满足、愧疚，以及幸福等以往的情感进行二次体验等，来逐

步改变患病人员在当今时期执着于自我为中心的意识，不断改正患病人员对自我的理性认知，促进患病人员内心主客

观交融的心理疗法。随着认知疗法的不断进步和完善，认知疗法在精神科疾病患病人员的临床医治中，具有极好的运

用效果，而且认知医治的临床医治效果也在不断地提升，并逐渐在更多的领域中获得运用。本文经过本院在����年�

月至����年�月，老年精神科病房中接收的患病人员，按照标准选取的方式，从中选取���例患病人员作为研究对象，

对这���例精神科患病人员运用认知疗法，分析这���例老年精神科患病人员运用认知疗法的医治效果。现总结如下：

二、资料与方法

（一）一般资料

本文经过本院在����年�月至����年�月，老年精神科病房中接收的患病人员，按照标准选取的方式，从中选取

���例患病人员作为研究对象，对这���例精神科患病人员运用认知疗法。这���例患病人员中其中有男性患病人员��

例，女性患病人员��例，患病人员的年龄为��a��岁，平均年龄为������岁。在这���例患病人员中，其中有��位患

病人员有配偶，��位患病人员没有配偶。���例患病人员中，其中有��位患病人员的学历水平为小学到高中，��例患

病人员的学历水平为专科及专科以上学历。���例患病人员中有�例患病人员患有明显的人格障碍，�例患病人员患有

明显的双向情感障碍，其余��例患病人员患有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本次作为研究对象的���例患病人员，均与,�����

（国际疾病分类第��版）中精神分裂症、器质性及双向情感障碍的临床诊断标准相符合，患病人员均无其他严重的躯

体疾病，并且视听读写能力良好。本次作为研究对象的患病人员，及患病人员家属均对本次研究做出了全面了解，并

签订了知情同意书。

（二）方法

���医治环境

本次作为研究对象的患病人员，在进行认知医治的过程里，要保证医治环境的封闭、舒坦且安静，尽量地减少外

界因素对老年精神科患病人员产生的影响，保证患病人员的能够接受连续、集中的医治工作。认知医治的空间，要

最大程度的保证有相对的独立特性，没有外部因素的干扰，医治的空间内不能悬挂任何的装饰物品，以避免对患病人

员的某些思想、认知等情况的变化产生影响。在进行认知医治的过程里，所使用的水杯、纸笔以及相应的医治运用物

品，应具有简单的色彩，并保证运用物品的安全性。患病人员在这个医治空间内可以进行自由活动，但其活动的主要

内容为静坐，尽量地减少除饮水、饮食、上厕所以外的，任何与心理认知医治无关的事情。患病人员在运用认知医治

的过程里，应尽量地减少读书、听音乐等行为，并及时自觉地关掉手机。

���认知疗法

在医治的过程里，认知疗法的护士应向作为研究对象的患病人员全面讲解医治的过程，以及医治所需的次数，以

减少患病人员的心理压力，使患病人员能够对医治的过程有更加准确的认知，并保持积极医治的态度。在讲解的过程

里，对应的护士应全面为患病人员讲解配合医治，对认知医治的重要性，尽量的地达到认知医治的最大医治效果。认

知医治在医治的医治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并运用交谈观察的方法进行，具体方法为：

（�）运用量表及绘画等形式，对患病人员的各项心理社会功能形式进行评价，在交谈的过程里不断地指引患病人

员回顾，其成长经历中一些重要的主要亲人（重点指引患病人员的父母），并带领患病人员思考自己从他们那里学到

了什么、获得了什么；而自己又对他们付出了什么，自己在成长的过程里，为他们带去了什么麻烦。经过这些问题，

激发患病人员对于亲人的感激心情，并环节患病人员在现有的心理状态中心理障碍等问题，对患病人员的医治造成的

影响。

（�）指引患病人员回忆从兄弟姐妹、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以及自己的爱人和孩子那里获得了什么，而自己

为他们又付出了什么，考虑自己在成长和他们成长的过程里，为他们带去了哪些麻烦，而自己又对他们做了哪些帮

助，指引患病人员产生对各个家人产生的感激和血脉亲情，使患病人员在心理中能够初步建立新的思想认知结构。

（�）指引患病人员回忆自己从朋友、老师、同事、领导等周围的人，从他们那里获得了什么，而自己又为他们

做了什么，自己是否对他们的人生成长，以及发展做出了帮助，或产生了什么不好的影响。以指引患病人员产生对

过往人生的怀念和感慨，以及对周围朋友的感激和愧疚心情，经过这种心理状态的发展，来扩大之前的新的思想认

知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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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患病人员回忆在自己的成长经历中，所遇到的其他重要的人或事，并从与他们相关的那些事件中思考自

己的收获与付出情况，经过这些人或事，来逐步指引患病人员思想认知结构发展，使患病人员在打破原有思想障碍的

基础上，所建立的新的思想认知结构能够逐渐稳定，对患病人员的性功能和认知歪曲情况予以纠正和改善。在完成这

四个阶段的医治工作后，与患病人员进行全面沟通，并让患病人员写出在本次医治工作中，所产生的体会，并对患病

人员的完成医治后的各项心理状态、社会功能情况进行评估。

（三）评估指标

���评分方法

本次研究的有关数据信息，全部运用126,�（住院患病人员观察量表）对患病人员在认知医治前后的社会功能、

社会兴趣以及患病人员的个人卫生情况等多项内容予以评估。评估运用�级评分法，其中�分代表无，�分代表偶尔发

生，�分代表经常发生，�分代表发生频率很高，�分代表几乎总是这样。

���满意度

满意度评价是指，在分别运用认知医治干预的前后，运用满意度评价量表评估对患病人员的认知医治的满意度情

况，包含对患病人员的知识宣教效果、服务态度、心理护理以及护理技术等方面。

���配合度

在老年精神科患病人员的病房康复护理工作中，配合度是认知医治效果的一个重要的标准。相关认知医治工作人

员，在完成对老年精神科患病人员的认知医治工作后，对患病人员的认知医治配合情况进行全面的评估。配合良好的

标准为：患病人员能够积极主动地配合认知医治康复护理工作；配合度一般的标准为：患病人员只有在家属及医护工

作人员的鼓励下，才能够较好的配合护理医治工作；配合度差的标准为：患病人员并不积极配合认知医治康复护理工

作，甚至拒绝各项医治护理措施，对康复护理工作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四）统计方法，

本次研究的全部有关数据，都经过6366����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分析，计量资料用（ � �± ）表示，医治前后的对

比运用配对�检验，两样本均数运用独立样本�检验，计数资料运用χ�检验，用百分率（％）表示（��������），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三、结果

（一）患病人员在干预前后的126,�评分比较

���例患病人员在运用于认知医治后，对患病人员的社会功能、社会兴趣，以及个人卫生评分与患病人员在运用

认知医治干预前相比，具有明显的提升（��������）。全面数据见表�。

表1�患病人员在干预前后的NOSIE评分比较

时间 社会功能 社会兴趣 个人卫生

干预前 11.51�1.96 19.30�2.18 15.21�2.33

干预后 13.59�1.97 22.11�2.07 17.47�2.48

（二）患病人员在运用认知医治后的满意度

在进行认知医治工作前，���患病人员对本院的护理工作的满意度为��例，占总比的��％，不满意人数为��例，

占总比的��％。在对���患病人员运用认知医治后，患病人员对康复护理工作的满意人数为��例，占总比的��％，不

满意人数�例，占总比的�％，具体见表�所示。由此可见，运用认知医治后，患病人员对康复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具有

极大的提升（��������）。

表2�还在运用认知医治前后对康复护理工作的满意度对比

满意 占比（％） 不满意 占比（％）

干预前 81 81 19 19

干预后 96 96 4 4

（三）配合度

对作为研究对象的���例患病人员的医治配合度进行比较。在运用认知医治前，配合度良好的患病人员人数为��

人，占总比的��％；配合度尚可的患病人员为��人，占总比的��％；配合度较差的患病人员为��人，占总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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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用认知医治后，配合度良好的患病人员人数为��人，占总比的��％；配合度尚可的患病人员人数为��人，占总比

的��％，配合度较差的患病人员人数为�人，占总比的�％。由此可见，运用认知医治后，患病人员对康复护理工作中

的配合度有明显的提升（��������）。全面数据如下：

表3� 患病人员在运用认知医治前后的配合度对比

配合良好 占比（％） 配合尚可 占比（％） 不配合 占比（％）

干预前 65 65 19 19 16 16

干预后 87 87 10 10 3 3

四、讨论

认知医治是改变人的认知观念的思想，由你讲出自己的观点，并依照这种观点进行进一步的推理，最后引出矛盾

和谬误，从而使你认识到先前思想不合理的地方，并由你自己进行改变>��。心理认知的观点是：认知过程及其导致的

错误观念是行为和情感的而终结，适应不良行为和情感与错误认知有极大的关系>��。老年精神科患病人员需要经过各

项能力的恢复使自身的病情痊愈，然后回到正常的社会生活中。在有关的研究中表明认知疗法对老年精神科患病人

员，包含康复期的精神分裂症患病人员在内的多种将神障碍疾病的患病人员，具有极好的医治效果>��。本次作为研究

对象的���例患病人员，在运用认知医治后，患病人员的126,�（住院患病人员观察量表）具有明显提升，患病人员

对康复护理工作的满意人数为��例，占总比的��％，不满意人数�例，占总比的�％，配合度良好的患病人员人数为��

人，占总比的��％；配合度尚可的患病人员人数为��人，占总比的��％，配合度较差的患病人员人数为�人，占总比

的�％。经过研究表明，认知医治对于老年精神科患病人员的病房康复护理工作，具有极好的医治效果，对患病人员

的生存质量以及各项社会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善。

五、结语

综上所述，对老年精神科患病人员的病房康复护理运用认知医治，可以有效地改善还真的社会功能，极大地提升

了人们的生存质量，对于患病人员的满意度、配合度等方面都有明显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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