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护理学研究                                                                            2025 年第 7 卷第 5 期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rsing Research                                                           https://ijnr.oajrc.org 

- 99 - 

心理护理与行为指导对青少年精神障碍的影响 

胡明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 904 医院常州医疗区  江苏常州 

【摘要】目的 探析心理护理与行为指导应用于青少年精神障碍患者中的实际成效。方法 以 2023 年 9 月至

2024 年 9 月于我院接受治疗的 80 例青少年精神障碍患者为研究样本，依照信封法随机分成参考组（40 例，实施

常规护理）与实验组（40 例，实施心理护理及行为指导）。比较两组的临床疗效差异。结果 护理后，实验组的

HAMA 及 HAMD 评分均明显更低（P<0.05）；实验组的生活质量评分显著更高（P<0.05）。结论 心理护理与行

为指导应用于青少年精神障碍患者的护理中，能有效提升其心理健康状况，优化生活质量，具有临床推广的重要

意义。 
【关键词】青少年；精神障碍；心理护理；行为指导；生活质量 
【收稿日期】2025 年 4 月 18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5 月 23 日      【DOI】10.12208/j.ijnr.20250256 

 

The impact of psychological care and behavioral guidance on adolescent mental disorders 

Minghui Hu 

Changzhou Medical Area, 904 Hospital of the Joint Service Support Forc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Changzhou, Jiangsu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practical effectiveness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and behavioral guidance 
applied to adolescent patients with mental disorders. Methods A total of 80 adolescent patients with mental disorders who 
received treatment in our hospital from September 2023 to September 2024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ample.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reference group (40 cases, receiving routine care) and an experimental group (40 cases, 
receiving psychological care and behavioral guidance) using the envelope method. Compare the clinical efficacy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nursing, the HAMA and HAMD score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P<0.05); 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and behavioral guidance in the care of adolescent patients with mental 
disorder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ir mental health status, optimize their quality of life, and has important clinical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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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期是人生中一个重要的心理和社会发展阶

段，该阶段的心理障碍不仅影响患者的学业和社交，还

可能对其未来的人生轨迹产生深远影响[1]。青少年群体

中，精神障碍如抑郁症、焦虑症及强迫症等是普遍的心

理健康挑战，它们不仅深刻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还给

其家庭及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与负担。传统的治疗

方式往往侧重于药物治疗，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心

理护理和行为指导在治疗青少年精神障碍中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2]。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心理护理与行为

指导对青少年精神障碍患者的实际影响，以期为临床

实践提供参考。现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以 2023 年 9 月至 2024 年 9 月于我院接受治疗的

80 例青少年精神障碍患者为研究样本，依照信封法随

机分成参考组和实验组，每组 40 例。参考组中，男性

22 例，女性 18 例，年龄 13-17 岁，平均（15.26±1.44）
岁，病程 6-24 个月，平均（14.33±3.64）个月；实验

组中，男性 21 例，女性 19 例，年龄 12-18 岁，平均

（15.56±1.38）岁，病程 5-25 个月，平均（14.51±3.47）
个月。两组在资料差异小（P＞0.05）。 

纳入标准：①年龄 12-18 岁；②与《国际疾病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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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D-10）中精神障碍的诊断标准相吻合；③患者及其

家属对研究已知情同意；④病历信息完整无缺。 
排除标准：①存在严重躯体疾病；②智力障碍；③

无法配合完成护理及评估的患者；④同时期参与其他

研究者。 
1.2 方法 
参考组实施常规护理，涵盖病情观察、用药教育及

健康知识普及等方面。实验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增

加心理护理及行为指导，具体内容如下： 
（1）心理护理 
①个性化心理访谈：全面了解患者的心理状况、家

庭环境、个人经历等信息，为患者量身定制心理护理计

划。访谈过程中，运用倾听、同理心等技巧，鼓励患者

表达内心的想法和感受，减轻其心理负担。②认知行为

疗法：引导患者发现并调整消极的思维习惯，通过教育

和训练，指导患者以更积极、理性的态度看待自身和周

围的事物教授患者如何识别自动思维、评估这些思维

的真实性，并学习用更积极的方式替代负面思维。同时，

结合情境模拟、角色扮演等方法，帮助患者在实践中运

用所学技能。③情绪管理训练：训练内容包括深呼吸、

放松训练、正念冥想等技巧，以帮助患者学会自我调节

情绪，减轻负性情绪。④家庭支持：与患者家属进行交

谈，掌握家庭背景对患者心理状况产生的影响，并提供

针对性的家庭支持和教育建议。同时，组织家庭成员参

与小组讨论，分享彼此的感受和想法。 
（2）行为指导 
①社交技能训练：训练内容包括眼神交流、肢体语

言、语言表达等技巧，以帮助患者提高社交能力。设计

模拟社交场景，如学校、家庭、朋友聚会等，引导患者

进行角色扮演和互动练习。同时，结合视频反馈、小组

讨论等方法，帮助患者发现自己的不足并加以改进。②

生活规律建立：指导患者建立规律的作息时间，包括起

床、吃饭、学习、休息等。与患者共同制定个性化的作

息时间表，并鼓励患者在日常生活中坚持执行。③兴趣

爱好培养：鼓励患者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如绘画、音

乐、阅读等。根据患者的兴趣和特长，提供相关的资源

和建议，帮助患者找到适合自己的活动。同时，组织患

者参与兴趣小组或社团活动，增进彼此之间的交流和

互动。 
1.3 观察指标 
（1）心理状态：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

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估。得分愈高则反映

患者心理状态愈差。 
（2）生活质量：采用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

（GQOLI-74）评估生活质量，涵盖心理、躯体、社会

以及物质生活等维度，分数的高低与生活质量的优劣

成正相关。 
1.4 统计学分析 
研究数据经 SPSS23.0 处理，采用卡方（χ2）对分

类变量进行统计，使用 t 对连续变量进行统计，以%和

（ ）表示，P<0.05 表示差异显著。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的心理状态 
护理前，两组的心理状态呈近似水平（P＞0.05）；

护理后，实验组的 HAMA 及 HAMD 评分均明显更低

（P<0.05），详见表 1。 
2.2 对比两组的生活质量 
护理前，两组的生活质量呈近似水平（P＞0.05）；

护理后，实验组的生活质量评分显著更高（P<0.05），

详见表 2。 
3 讨论 
青少年精神障碍的发病缘由错综复杂，涵盖生物

学、心理学及社会因素等多个维度，这就要求护理措施

必须全面考量各种相关因素[3]。恰当的护理不仅能缓解

患者的症状，还能增强其心理韧性，提升社会适应能力，

为患者的全面康复和生活质量的改善提供有力支持，

促进其健康成长和融入社会[4]。因此，针对青少年精神

障碍患者，采取适当的护理措施至关重要。 

表 1  两组的心理状态比较（ sx ± ,分） 

组别 例数 
HAMA HAMD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实验组 40 27.69±4.28 15.86±2.25 26.56±4.23 16.92±2.24 

参考组 40 27.46±4.21 19.66±2.51 26.83±4.02 19.58±2.44 

t - 0.242 7.130 0.293 5.079 

P - 0.809 0.001 0.770 0.001 

s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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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的生活质量比较（ sx ± ，分） 

组别 例数 
心理功能 躯体功能 社会功能 物质生活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实验组 40 50.26±7.63 78.58±6.35 52.36±8.12 76.94±7.26 51.43±7.98 75.25±6.84 53.15±7.44 77.38±6.51 

参考组 40 50.58±7.42 65.21±7.15 52.18±7.99 67.35±7.52 51.76±7.66 66.45±7.17 53.36±7.24 68.54±7.09 

t - 0.190 8.843 0.010 5.803 0.189 5.617 0.128 5.809 

P - 0.850 0.001 0.920 0.001 0.851 0.001 0.899 0.001 

 
常规护理在青少年精神障碍的治疗中发挥着基础

性作用，如病情监测、药物指导、健康宣教等，但其在

改善患者心理状态、提升生活质量方面的局限性日益

凸显[5]。心理护理作为一种以患者为中心、关注其心理

需求的护理模式，通过个性化心理访谈、认知行为疗法、

情绪管理训练等手段，深入探索患者的内心世界，帮助

其识别和纠正负面思维模式，增强自我调节情绪的能

力[6]。这些方法的作用原理在于通过心理干预促进患者

内在心理机制的积极转变，从而缓解负性情绪。行为指

导则侧重于通过社交技能训练、生活规律建立、兴趣爱

好培养等具体措施，改善患者的外在行为表现，提升其

社会适应能力和生活质量。社交技能训练通过模拟社

交场景、角色扮演等方法，帮助患者克服社交障碍，增

强人际交往的信心；生活规律建立有助于患者形成良

好的生活习惯，提高生活效率；兴趣爱好培养则能激发

患者的内在动力，丰富其精神世界，增强自我认同感
[7,8]。本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在心理护理与行为指导

的干预下，HAMA 及 HAMD 评分显著降低，生活质量

评分显著提高，这充分证明了心理护理与行为指导在

改善青少年精神障碍患者心理状态、提升生活质量方

面的显著效果。 
综上所述，理护理与行为指导应用于青少年精神

障碍患者的护理中效果显著，具备广泛推广的应用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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