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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解决护理对颈椎病患者抑郁情绪和睡眠质量的效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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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焦点解决护理对颈椎病患者抑郁情绪和睡眠质量的效果研究。方法　本文选取 60 例颈椎病患者，随机划分两组，对照组采

用常规护理方式，护理组采用焦点解决护理干预方式，对比两组的抑郁不良情绪状态评分大小和睡眠质量评分结果。结果　护理组的的抑郁不

良情绪状态评分大小、主观睡眠、入睡时间、睡眠时间、日间功能障碍以及睡眠质量多项指标大小分别是（33.18±2.14）分、（1.42±0.68）

分、（6.08±1.07）分、（2.16±0.32）分、（1.52±0.52）分以及（9.78±1.07）分，和对照组的抑郁不良情绪状态评分大小和睡眠质量评分

结果对比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颈椎病患者采用焦点解决护理干预方式后，能够有效调节患者的焦虑、抑郁不良情绪状态，放松身心，进一

步保证患者的睡眠质量得到明显提升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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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椎病在我国发病率逐年上升，病情较轻的患者出现了功能受

阻情况，病情严重的患者甚至会出现卧床不起的情况 [1]，患者的生活

不能够自理，心理情绪容易变得焦虑、抑郁不安，对患者的生活质量

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本次试验选取 2016 年 05月 -2018 年 08月的 60例颈椎病患者，

每组各 30 例。男 26 例，女 44 例，年龄 28 岁到 77 岁，平均年龄

（48.22±18.09）岁。

1.2 护理方法

护理组采用焦点解决护理干预方式，第一，描述问题 [2]。在患

者入院后开始，护理人员鼓励患者将自己的问题清楚的说明，在谈话

过程中，需要引导患者进行谈话结构调整，患者经常过分强调问题，

而不愿意就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这就要求护理人员耐心和患者沟通

交流，能够结合患者的实际情况填写量表，深入了解问题所在，将患

者曾经尝试过的治疗和护理方式准确记录，也可以将患者具有哪些方

面解决问题的优势准确记录，从而保证后续医护工作顺利开展。第二，

形成可行的目标阶段[3]。在这个时期主要是帮助患者进行思考和探索，

了解患者对于健康的认识和理解，以及对于未来健康状况的一个期望

值大小，一些患者在曾经做过一些努力，但是疗效不显著，因此很容

易产生放弃治疗和护理配合的想法，不愿意做任何事情，也不能够积

极配合医护工作开展，这对于整个医护工作实施是非常不利的，这种

情况下，护理人员可以适当的进行提问，假如您现在的烦恼或者是担

心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您的家人或者是医护人员会发现有什么不同的

地方吗？ [4] 这样在焦点护理过程中，就形成了一个沟通技巧，患者

能够看到自己的一些小的改变，小的改变逐渐累积，就形成了大的改

变。第三，目标实施过程。在上述目标制定后，需要就目标进行可行

性实施和操作，护理人员从证明积极引导患者感受生病后对自己以及

家庭的影响，能够从中看到积极影响的一面。比如一些患者对自己缺

乏信心，对自己曾经做出的努力全盘否定，经常对于自己的付出忽略

了，还有一部分患者在睡前有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抽烟、酗酒、饮

食等，这就会增大对于自身胃肠道的负担，也会导致大脑皮层更加兴

奋，难以入睡，因此护理人员需要鼓励患者改掉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

为患者营造一个舒适的睡眠环境，同时在护理干预操作时，护理人员

需要耐心的指导患者，使得患者能够自身认识到这些不良习惯对于患

者的不良影响，能够调整自己的睡姿，改善睡眠质量 [5]。第四，反馈。

在干预护理后，护理人员需要给予患者肯定和鼓励，提出建设性意见，

充分相信任何人面对问题都会做出一定的努力，对患者的努力给予肯

定，帮助患者更好的解决护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调节不良情绪状态，

及时反馈，提升护理疗效。第五，评估。对取得的干预疗效采用一定

的评估方式进行评估判断，一旦患者在原来基础上取得了进步，需要

在肯定的基础上，引导患者进入到下一个目标实施过程中，帮助患者

不断解决问题，调节自己的情绪状态，保证更好的配合医护工作，提

升患者的睡眠质量。

1.3 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应用 SPSS19.0 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组间比较采用 t 检

验（χ±s），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护理组的的抑郁不良情绪状态评分大小、主观睡眠、入睡时

间、睡眠时间、日间功能障碍以及睡眠质量多项指标大小分别是

（33.18±2.14）分、（1.42±0.68）分、（6.08±1.07）分、（2.16±0.32）

分、（1.52±0.52）分以及（9.78±1.07）分，和对照组的抑郁不良

情绪状态评分大小和睡眠质量评分结果对比具有统计学意义。如表 1

所示：

表 1：两组的抑郁不良情绪状态评分大小和睡眠质量评分结果对比（分）

组别 例数 护理前后 抑郁不良情绪状态评分 主观睡眠 入睡时间 睡眠时间 日间功能障碍 睡眠质量

护理组 30 护理前 58.71±5.22 2.50±1.13 10.89±1.17 2.85±0.68 2.20±1.03 14.89±1.27

30 护理后 33.18±2.14 1.42±0.68 6.08±1.07 2.16±0.32 1.52±0.52 9.78±1.07

对照组 30 护理前 58.68±5.31 2.51±1.17 10.92±1.20 2.85±0.69 2.21±1.07 14.92±1.40

30 护理后 46.39±4.58 1.79±1.00 7.90±1.15 2.59±0.47 1.98±1.00 11.94±1.15

3 讨论

在临床中医护人员需要充分尊重个体，相信个体自身资源、潜

能的临床干预方式，能够重视解决问题，充分挖掘每一个人的力量和

优势，从而更好的鼓励患者配合医护工作开展，提升临床护理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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