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床护理进展                                                                              2025 年第 4 卷第 5 期
Journal of Advances in Clinical Nursing                                                           https://jacn.oajrc.org/ 

- 139 - 

聚焦解决模式在肺结核手术患者负性情绪中的应用 

韦婷元，陆雪萍，邓凯玲，何 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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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本研究以聚焦解决模式为基础，探讨该模式对肺结核手术患者焦虑、抑郁、医学应对方式及

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取 2023 年 7 月 1 日-2024 年 12 月 31 日在广西胸科医院拟行择期手术的肺结核患者 80 名

为研究对象，采用简单随机分组法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干预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增加聚

焦解决模式进行干预，判定护理效果。结果 SAS、SDS 评分对比，护理前两组无差异性（P＞0.05），护理后研

究组数据低于参照组（P＜0.05）；MCMQ 评分对比，面对得分研究组高于参照组（P＜0.05），回避及屈服得分

研究组低于参照组（P＜0.05）；心理功能、生理功能、社会关系、环境领域各维度 WHOQOL-BREF 评分研究组

高于参照（P＜0.05）。结论 聚焦解决模式在肺结核手术患者负性情绪中的应用能够更有效地缓解患者的焦虑、

抑郁症状，促使患者采取更积极的应对方式，并显著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效果理想，具有广泛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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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the solution-focused model in the treatment of negative emotions in patients undergoing 

pulmonary tuberculosis 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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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his study was based on focused resolution model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this model on 
anxiety, depression, medical coping style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undergoing tuberculosis surgery. Methods From 
July 1, 2023 to June 30, 2024, a total of 80 pulmonary tuberculosis patients who were scheduled to undergo elective surgery 
in Guangxi Chest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study subjects,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intervention group 
by simple randomization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while the intervention group added focused 
solution mode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nursing to evaluate the nursing effect. Results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SAS and 
SDS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nursing (P > 0.05), and the score of the study group after nursing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reference group (P < 0.05). The MCMQ scor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reference group 
(P < 0.05), and that of the avoidance and submission study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reference group (P < 0.05). 
The WHOQOL-BREF scores of psychological function, physiological function, social relationship and environment were 
higher in the study group than in the reference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focused solution mode in 
the negative emotion of patients undergoing tuberculosis surgery can more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ymptoms of patients, promote patients to adopt more positive coping styles, and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The effect is ideal, and has wide appl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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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结核是一种慢性传染病，因其病程迁延、病情反

复、有传染性等特点，患者常常伴有不同程度的负面情

绪，如焦虑、抑郁等[1]。这些负面情绪不仅影响患者的

心理健康，还可能影响治疗依从性和生活质量[2]。聚焦

解决模式是一种科学、规范的心理干预模式，强调以患

者为中心，通过引导、辅助的方式不断发掘患者自身优

势、资源，促使患者更了解自身需求，采取具有可行性

的干预措施，自主完成相关干预目标[3]。本研究以聚焦

解决模式为基础，探讨该模式对肺结核手术患者焦虑、

抑郁、医学应对方式及生活质量的影响，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取 2023 年 7 月 1 日-2024 年 12 月 31 日在广西胸

科医院拟行择期手术的肺结核患者 80 名为研究对象。

干预组：年龄 20-64（44.17±2.12）岁，男性共 30 例、

女性共 10 例；对照组：年龄 18-65（42.26±2.24）岁，

男性共 34 例、女性共 6 例；客观比对两组患者基础资

料，差异提示均衡（P＞0.05），可于后续进行数据分

析。本研究已经过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 
1.2 方法 
对照组：常规护理，① 患者入院时责任护士对其

进行入院健康教育，告知患者疾病相关知识、用药不良

反应等；② 术前讲解手术注意事项、禁饮进食时间、

术后并发症、术后康复要点；③ 术后密切观察患者生

命体征、管道宣教、指导患者康复训练。 
干预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增加聚焦解决模式

护理干预，采取面对面个体化进行，干预步骤包含五个

阶段：①问题描述与评估阶段：在此阶段，护理人员首

先与患者建立信任关系，通过开放式提问和倾听技巧，

鼓励患者描述目前阶段自身对肺结核的认识程度，对预

计手术存在的困扰，结合患者对疾病认知情况，有针对

性地讲解疾病相关知识、并发症及护理方法等，引导患

者进行深层次的交流。并结合量表各维度评分结果及观

察结果，探寻、分析患者在治疗中所遇到的问题，为后

续制定个性化的干预计划提供依据[4]。②目标设定阶段：

基于问题描述与评估的结果，护理人员与患者共同设定

短期和长期的心理护理目标。短期目标可能包括减轻焦

虑、抑郁等负性情绪，提高治疗依从性；长期目标则可

能涉及恢复社会功能，提高生活质量等。护理人员针对

患者治疗期间所遇到的问题或需求，如肺结核规范用药、

个人防护、手术风险及预后等方面问题，分析可能解决

问题的具体方法，共同探讨可行性目标。目标设定过程

中，护理人员需要引导患者认识到自身的能力和优势，

鼓励他们设定具体、可衡量、可达成、相关性强、时限

明确的目标[5]。③资源探寻与利用阶段：此阶段，护理

人员协助患者探寻和识别自身及环境中的积极资源和

支持系统，如家庭支持、朋友关系、过往的成功经验等。

通过引导患者回忆和分享这些资源，增强他们的自信心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护理人员还可以提供相关的

心理教育，帮助患者学会如何有效利用这些资源来应对

疾病带来的挑战。④给予反馈阶段：在资源探寻与利用

的基础上，护理人员与患者共同制定具体的行动计划，

以实现之前设定的目标。行动计划可能包括日常的情绪

管理技巧（如深呼吸、冥想）、积极的心理暗示、与亲

朋好友的交流互动等。护理人员需要确保行动计划具有

可行性、灵活性和个性化，以便患者能够根据自己的实

际情况进行调整和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护理人员提供

持续的监督和反馈，确保计划的顺利实施。⑤评估与反

馈阶段：在干预的最后阶段，护理人员需要对患者的心

理状态和生活质量进行再次评估，以量化干预效果。这

可以通过重复之前的心理评估工具来实现[6]。 
1.3 观察指标 
判定护理效果，收集两组患者焦虑、抑郁自评量表

（SAS、SDS）、医学应对方式（MCMQ）、生活质量

评分（WHOQOL-BREF）各项研究数据，并对数据结

果进行评价。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6.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采用“均数±标准差”描述，组间均数比较采用 t 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频数、构成比描述，组间构成比比较采用

χ²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患者护理前后 SAS、SDS 评分统计并对比 
护理前无差异（P＞0.05），护理后差异明显（P＜

0.05），见表 1。 
2.2 对比两组患者 MCMQ 评分 
干预组：面对（19.03±2.12）、回避（14.44±2.13）、

屈服（8.62±1.29）；对照组：面对（16.08±2.04）、

回避（16.89±2.05）、屈服（10.23±1.12）；两组数据

差异明显（P＜0.05）。 
2.3 对比两组患者 WHOQOL-BREF 评分 
干预组：心理功能（91.55±2.16）、生理功能（90.34

±2.26）、社会关系（92.09±2.66）、环境领域（91.34
±2.35）；对照组：心理功能（82.44±2.37）、生理功

能（82.27±2.12）、社会关系（81.14±2.42）、环境领

域（82.41±2.27）；两组数据差异明显（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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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前后 SAS、SDS 评分（x±s） 

组别 例数 
SAS 评分 SDS 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干预组 40 66.31±2.26 36.28±2.39 68.35±2.28 36.34±2.48 

对照组 40 66.41±2.29 45.25±2.47 68.17±2.43 46.37±2.53 

P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肺结核作为一种慢性传染病，因其病程长、治疗复

杂而备受关注。且抗结核化疗使病情基本稳定是外科

治疗的前提,而术前抗结核药物治疗时程目前尚缺乏统

一标准[7]，患者在长期抗结核治疗和等待手术过程，患

者往往会经历一系列的心理挑战，其中最为显著的是

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8]。这些情绪状态不仅深刻影响

着患者的心理健康，还可能进一步波及到他们的治疗

依从性和生活质量。本研究将聚焦解决模式应用于肺

结核手术患者，通过与患者共同构建达成期望结果的

路径来促进改变。使护理人员进一步了解患者需求，帮

助患者设定康复目标，并在其治疗期间给予正面反馈，

帮助患者正确认识、面对疾病，有效缓解患者的负性情

绪，促使患者采取更积极的应对方式，为下一步的治疗

护理奠定基础。 
聚焦解决模式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 Steve de 

Shazer 提出的一种积极心理干预方法，主要是通过发

挥患者自身主观能动性解决治疗中出现的问题，以调

整患者情绪，积极面对疾病与治疗，在减轻疾病对患者

的影响中有较高的应用价值。该模式强调以患者为中

心，在干预中注重发挥患者主观能动性，以引导、辅助

的方式不断发掘患者自身优势、资源，促使患者更了解

自身需求，采取具有可行性的干预措施，自主完成相关

干预目标。并且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提高患者适

应性及遵医行为，有利于疾病的治疗，减轻疾病及治疗

对患者身心状态的影响，从而缓解负面情绪，提升患者

生活质量。此外，聚焦解决模式是一套科学、规范的心

理干预模式，各个阶段的干预项目相互衔接较紧密，需

要护理人员具备丰富的临床经验及较高的专业能力，

并熟练掌握聚焦解决模式各个流程执行方法。临床开

展聚焦解决模式时需针对护理人员进行强化培训，以

确保聚焦解决模式的有效落实，保障聚焦解决模式的

临床应用效果，为肺结核手术患者心理干预提供有效

指导。 
综上所述，聚焦解决模式在肺结核手术患者负性

情绪中的应用能够更有效地缓解患者的焦虑、抑郁症

状，促使患者采取更积极的应对方式，并显著提高患者

的生活质量，效果理想，具有广泛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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