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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中医情志护理联合呼吸训练对方舱医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焦虑、抑郁的影响。方法
 

将200例方舱医院女性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100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在此基础上给予中医情志护理联合呼吸训

练。干预前后采用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进行评价。结果
 

干预后观察组焦虑、抑郁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均P<0.01)。
结论

 

实施中医情志护理联合呼吸训练干预,可有效改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焦虑、抑郁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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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下称新冠肺炎)是暴发性流

行的危害公众健康的传染病,以传播速度快、传染性

强、人群普遍易感为特点。临床上以发热、咳嗽、乏力

为主要表现,部分患者伴有头痛、头晕、肌肉酸痛、腹
泻等不适,并逐渐出现呼吸困难,胸闷、憋气明显[1]。
方舱医院收治的虽为轻症患者,但在住院期间多有恐

惧、焦虑等不良心理情绪,表现为悲伤、易流泪、不安、
无助,继而出现头晕、失眠、食欲下降、心慌、胸闷甚至

呼吸困难等症状[2],希望得到他人的帮助及关注。中

医情志护理主要通过护理人员的语言、行为、表情和

服务态度等向患者传递相关的信息,用于对患者情志

的影响,帮助患者纾解不良情绪,树立战胜疾病的信

心[3]。呼吸训练主要是通过各种呼吸运动和治疗技

术来重建正常的呼吸模式,增强呼吸肌功能,改善肺

通气,减轻呼吸困难,提高肺功能。我们采用中医情

志护理联合呼吸训练对新冠肺炎患者进行干预,取得

较好效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20年2月6~21日收治于

武汉市某方舱医院的200例女性新冠肺炎患者为研

究对象,按照病区各选取100例,分为观察组和对照

组。纳入标准:确诊为新冠肺炎;血氧饱和度>0.93;
年龄19~70岁;有语言沟通与理解能力;患者知情

同意,并愿意配合本次研究。排除标准:伴有其他严

重的心、肺疾病;参与其他研究者。200例患者年龄

19~70(50.30±10.51)岁;初中以下文化程度47
例,高中或中专109例,大专以上44例;已婚186
例,未婚14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均P>0.05)。

1.2 方法

1.2.1 干预方法

两组均遵医嘱接受中药汤剂及基础药物治疗,主
要采取干扰素、洛匹那韦/利托那韦抗病毒和补充水

电解质、降低胃肠道反应、控制发热等对症支持治疗,
合并细菌感染使用抗生素治疗。与患者建立良好的

关系,了解患者的需要,并尽可能给予满足;给患者创

造良好的环境;进行常规健康教育,合理安排好患者

的休息、睡眠、饮食。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实施中医情

志护理及呼吸训练。
1.2.1.1 中医情志护理 ①以情胜情法。加强与患

者沟通交流,引导患者讲述开心的往事及特殊时期正

能量、感人事迹等,以喜悦代替焦虑、抑郁情绪。同

时,为达到积极的治疗效果,促使患者之间互相鼓励,
缓解患者焦虑、抑郁情绪,使患者保持积极的心态接

受治疗。②移情易性法。针对患者存在的不良心理

通过言语诱导,播放视频、舒缓音乐,组织跳舞、教患

者练习养身操八段锦等方式转移患者注意力,并耐心

向患者解释病情,列举治疗成功案例,帮助患者树立

战胜疾病的信心,使其保持身心舒畅,不再为病情担

忧,同时鼓励患者进行康复锻炼,促进病情康复。③
静志安神法。指导患者每日静立、静坐或静卧,调整

呼吸,呼吸均匀后嘴唇轻闭,鼻缓慢吸气,呼气时念

“吐”字,吐出肺腑浊气,根据肝、心、脾、肺、肾、三焦以

五脏相生的顺序,吐气时念“嘘”“呵”“呼”“四”“吹”
“嘻”。每天1~2次,每次10~20

 

min。以达到静志

安神,缓解焦虑、抑郁的效果。
1.2.1.2 呼吸训练干预 ①缩唇呼吸训练。用鼻吸

气、口呼气。呼气时将口缩小似口哨状并发出轻微的

声响。吸呼时间之比1∶2。②腹式呼吸训练。采取

站立姿势,静息呼吸。吸气时用鼻吸入,尽力挺腹,胸
部不动;呼气时用口呼出,同时收缩腹部,胸廓保持最

小活动幅度,慢呼深吸,增加肺泡通气量。每分钟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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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7~8次,如此反复训练,每次10~20
 

min,每天2
次。熟练后逐步增加练习的次数和时间,使之成为不

自觉的呼吸习惯。
1.2.2 评价方法 干预前(入院时)后(出院时)采用

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4]及
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4]

评价患者的焦虑抑郁状态。由Zung编制,每个量表

由20个条目组成,评分为4个等级,1分表示“从无或

很少有”,4分表示“全部时间有”。将20个条目得分

相加,得到总粗分后乘以1.25取整数部分为标准分。
填表前,研究者与患者进行有效沟通,向患者讲解问

卷填写的方法和注意事项,本次调研采用网络问卷形

式,经患者同意后,研究人员出示打印好的问卷二维

码由患者自行扫码填写调查问卷,填写过程如有疑

问,研究者随时给予解答,对于无法自行填写问卷的

患者,可由患者进行口述,并由研究者代为操作。
1.2.3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SPSS19.0软件进行

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
采用t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干预前后患者抑郁、焦虑评分比较,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抑郁、焦虑评分情况 x±s

组别 例数
焦虑

干预前 干预后

抑郁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100 67.93±3.72 57.06±3.88 68.01±3.16 56.13±3.84
观察组 100 68.65±3.68 28.87±3.96 68.44±3.47 29.35±4.45

t 1.399 14.773 0.911 45.562
P 0.163 0.000 0.364 0.000

3 讨论

3.1 新冠肺炎患者普遍存在焦虑抑郁状态 随着临

床治疗理念的转变,患者心理情绪对健康状态的影响

越来越受到重视[5]。方舱医院住院环境相对局限,其
空气流通欠佳,且人员密集,很容易造成心理及生理

等不适症状。部分患者家人被隔离或患病,患者担心

家人的健康而导致心情欠佳,有的患者因为传染给亲

人而产生负罪感、抑郁等心理。加之此病有一定的病

死率,这也会加重患者的心理负担[6]。同时患者也会

担心能否治愈或影响今后的生活,进一步加重焦虑、
抑郁情绪。干预前调查结果显示,患者普遍存在焦

虑、抑郁症状。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会对免疫功能

造成影响,患者病情的发展也与心理状态有关。
3.2 中医情志护理联合呼吸训练可改善新冠肺炎患

者患者焦虑、抑郁状态 本研究结果显示,干预后观

察组焦虑、抑郁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均P<0.01),
证实中医情志护理联合呼吸训练能有效改善患者焦

虑、抑郁状态。研究表明,中医情志护理可使护理人

员与患者之间的沟通更加和谐[7]。本研究过程中,采
用中医情志护理中以情胜情法、移情易性法、静志安

神法开展情志护理。以情胜情法,中医理论认为一种

情志可被另一种情志淡化、消除,故有“喜胜优”“五行

相克”之说。通过引导患者讲述开心往事,积极传播

正能量,可达到以喜悦代替不良情绪的作用。移情易

性法,通过播放视频及舒缓的音乐,可使患者放松心

情,舒缓紧张情绪。适当的跳舞、八段锦等活动,不仅

有利于患者转移注意力,也可通过锻炼促进身体恢

复;同时,在与相同爱好患者的交流中,也使患者感受

到交往的愉悦。中医认为,治疗得当且情志舒畅,可
获得满意疗效。静志安神法,静养安神可达到预防疾

病的效果。《黄帝内经》中记载:“精神内守,病安从

来”。新冠肺炎患者多处于焦虑、紧张状态,故对患者

采取静立、静坐或静卧,调整呼吸的方法,达到静志安

神的作用,缓解焦虑、抑郁。同时,针对患者的临床症

状进行有效的呼吸训练,改善患者的呼吸困难症状,
同时也能转移患者注意力,减轻疾病所带来的不适,
因而缓解了患者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
4 小结

综上所述,新冠肺炎患者普遍存在焦虑、抑郁症

状,采用中医情志护理联合呼吸训练干预能够更好地

帮助新冠肺炎患者调适心理状态,有利于患者在舒适

状态下接受治疗,早日康复。但本研究干预时间较

短,远期效果尚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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