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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相 情 感 障 碍 患 者 护 理 的 效 果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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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究互动达标理论应用到双相情感障碍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此次研究中入选的 120 例研究对象为我院于 2019 年 3 月 -2021 年 3 月期间收治的双相情

感障碍患者，120 例患者通过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分组即观察组 60 例和对照组 60 例。对照组进行常规

护理，观察组在护理过程中应用互动达标理论，对比两种模式的临床应用效果。

结果：①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前的依从性评分，组间数据并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护理后观

察组评分高于对照组，组间数据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②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前的

BRMS 和 HAMD 评分，组间数据并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护理后观察组 BRMS 和 HAMD 评

分显著降低，和对照组相比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③计算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分别为 93.33%

和 80%，对比组间数据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双向情感障碍患者在临床护理过程中采用互动达标理论可将患者依从性提升，同时提升患

者对于护理工作的主观认可度，临床应用价值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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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情感障碍属于精神性疾病一种，是指临床上既

有躁狂或轻躁狂发作，又有抑郁发作的一类心境障碍，

一般呈发作性病程，躁狂和抑郁常反复循环或交替出现，

也可以混合方式存在，并持续一段时间，并对患者的日

常生活和社会功能等产生不良影响。此病的产生和遗传、

社会心理因素以及生物、环境因素存在关系。双相情感

障碍患者无良好的自知力，如果未进行有效干预患者会

出现交际障碍，影响自身生活质量 [1]。双相情感障碍患

者需要长时间用药对症状予以控制，然而因为患者无良

好的自知力，降低了用药依从性，因此临床需要加大护

理力度，将其依从性提升，有助于病情恢复 [2]。此次研

究探究互动达标理论应用到双相情感障碍患者护理中的

应用效果，内容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此次研究中入选的 120 例研究对象为我院于 2019

年 3 月 -2021 年 3 月期间收治的双相情感障碍患者，

120 例患者通过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分组即观察组 60 例

和对照组 60 例。对照组中男性：女性为 40：20，年

龄 26-70 岁，平均年龄（52.5±5.1）岁，平均病程时

间（4.1±0.3）年；观察组中男性：女性为 35：25，年

龄 27-71 岁，平均年龄（53.5±5.4）岁，平均病程时间

（4.3±0.5）年。比较观察和对照两组患者的基线资料

并无统计学意义产生。

1.2 纳入和排除
纳入 [3]：入选者经过诊断均为双向情感障碍；入选

者均由完整的治疗，与监护人充分的沟通；入选者对本

次研究知情签署同意书，本次研究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

批准。

排除 [4]：将患有精神类其他疾病者排除；将患有身

体脏器功能障碍者排除；将出现理解功能障碍者排除；

将由于药物因素以及酗酒引发的精神障碍者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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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评估指标
通过依从性调查问卷比较观察组以及对照组患者护

理前后的依从性，问卷采用百分制，分数和评估指标呈

现正相关性。

采用 BRMS 狂躁量表以及 HAMD 汉密尔顿抑郁

量表对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病情缓解情况进行分析，

BRMS 量表中包含 11 个项目，每项评分范围 0-4 分，分

数和评估指标呈现负相关性；汉密尔顿抑郁量中包含 17

个项目，每项评分范围 0-4 分，分数和评估指标呈现负

相关性 [5]。

采用满意度调查问卷评估观察组以及对照组患者的

护理满意度，调查问卷采用百分制，问卷总分 85 分以上

为非常满意，问卷总分 60-84 分为满意，问卷总分在 59

分以下为不满意，满意度为非常满意比例和满意比例相

加。

1.5 统计学
文中数据进行统计计算时均选择 SPSS21.0 统计学软

件， 数据经过计算后均以计数资料以及计量资料呈现，

t 值和卡方检验，两组数据通过比较后如 P ＜ 0.05 表示

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依从性评分
护理前观察组以及对照组患者依从性评分经过统计

对比并未产生统计学意义（P ＞ 0.05），护理后观察组

依从性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组间数据经过比较差异显

著，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1。

2.2 BRMS 和 HAMD 评分
护理前观察组以及对照组患者 BRMS 和 HAMD 评

分经过统计对比并未产生统计学意义（P ＞ 0.05），护

1.3 方法
对照组以及观察组患者入院后均予以常规护理，患

者依据医嘱进行药物治疗，护理人员为患者营造舒适的

就诊环境，同时对患者家属予以健康教育，对患者进行

生活护理以及生活指导，耐心回答患者家属提出的疑问。

观察组与此同时加入互动达标理论。护理人员需要

评估患者的整体情况，患者入院后护理人员需要对患者

病情程度予以评估，同时评估患者的身体情况、既往病

史、治疗史以及精神情况。护理人员以亲切的话语和患

者及其家属进行交流，沟通时需要对患者及其家属心理

情况予以重视，创建良好以及和谐的护患关系，在交流

过程中获取有助于开展护理的信息。而后制定目标以及

科学护理方案。和患者目前出现的问题以及评估结果结

合，护理人员、患者以及家属一同制定护理目标，其中

包含按照医嘱用药、疾病知识学习以及创建社会关系等，

按照最终目标制定护理计划。随后进行依据护理计划对

患者进行护理。采用多种形式将双相情感障碍有关知识

向患者及其家属介绍，在进行健康教育的同时按照患者

的文化水平以及理解程度，以和善的态度予以讲解，以

此提升患者对于疾病的了解程度，加强自我保护理念。

此外，将配合治疗的意义告知给患者以及家属，指导家

属监督患者用药情况，将其用药依从性提升。除此之外，

和患者及其家属交流时需要予以尊重，对于患者以及家

属的疑问耐心听取，并予以解答，鼓励患者以乐观的心

态正视疾病，家属增加对患者的关心，对患者心理需求

满足。最后需要对护理效果进行评估，对护理目标进行

情况予以评估，如果未实现目标，需要和患者以及家属

进行交流，对影响护理达标的因素进行分析，完善护理

计划。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60 70.11±2.04 88.94±2.36

对照组 60 70.13±2.11 78.34±2.01

t 0.0527 26.4866

P 0.9580 0.0000

表 1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前后依从性评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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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后观察组 BRMS 和 HAMD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

＜ 0.05），组间数据经过比较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

见表 2。

2.3 满意度
统计软件观察组以及对照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分别

为 93.33% 和 80%，对比组间数据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

意义（P ＜ 0.05），见表 3。

3. 讨论
双相情感障碍具有较高的患病率以及致残率，同时

病情容易反复发作，患者在患病的过程中会出现躁狂以

及抑郁两种表现，需要长时间服用药物 [6]。然而大部分

患者并无良好的自知力，不能按照医嘱用药，进而降低

了临床疗效。与此同时，对于双相情感障碍患者而言需

要重视其心理健康，因此在对患者实施治疗的过程中予

以针对性护理，经过护理可提升患者的依从性，改善其

疾病表现，有助于患者生活质量提升。

互动达标理论的提出者为美国护理专家 Imogen-

King，通过系统论加入多学科范式理论以及符号互动论，

对个人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的作用予以重视，在进行护

理过程中创建共同目标，护理人员以及患者需要一同参

与到护理服务中，通过护患之间相互沟通以及交流实现

目标 [7]。互动达标理论最初用于肿瘤和脑卒中患者中，

近年来扩大了互动达标理论的临床应用范围，广泛应用

于血液科以及妇科中。此次研究将互动达标理论应用于

双向情感障碍患者护理中，首先评估患者的病情以及健

康情况，和评估结果结合与患者及其家属一同制定目标，

创建友好的护患关系，加强和患者沟通有助于感知，同

时可互相影响行动、判断以及互动等，对其进行用药干

预以及健康教育，可提升患者对于疾病的认知，提醒患

者按照医嘱用药，将用药依从性提升，提升患者自我防

护意识，并和患者家属进行交流，激发患者主动性，有

助于互动反应 [8]。与此同时，护理人员需要对患者家属

进行鼓励，予以患者心理支持以及细心照顾，协助患者

确保心理平和。最后评估目标实现情况，完善护理不足

之处。

此次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通过互动达标理论后大大

组别 例数 BRMS HAMD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60 77.55±2.05 31.48±2.22 20.17±1.13 10.16±1.45

对照组 60 77.66±2.08 44.58±2.12 20.28±1.24 15.75±1.02

t 0.2917 33.0565 0.5078 24.4243

P 0.7710 0.0000 0.6125 0.0000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60 32（53.33） 24（40） 4（6.67） 56（93.33）

对照组 60 25（41.67） 23（38.33） 12（20） 48（80）

X2 4.6154

P 0.0316

表 3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n%）

表 2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 BRMS 和 HAMD 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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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其依从性，并且护理后观察组 BRMS 和 HAMD 评

分显著降低，大大提升了患者自身的护理满意度，表示

互动达标理论具有临床可行性，确定护理目标的同时制

定护理计划，患者及其家属可全面认识护理工作，有助

于主动配合，继而将疾病复发率降低。

综上所述，护理双向情感障碍患者的过程中采用互

动达标理论可缓解其症状表现，同时可将治疗依从性以

及护理满意度提升，表示互动达标理论具有临床应用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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