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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措施减少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抑郁情绪的方法
南甜源 徐海涛

喀什市人民医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844099；

摘要：类风湿性关节炎（RA）患者常因长期病痛和功能障碍产生抑郁情绪，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心理护理通过认

知行为干预、情绪疏导、社会支持强化等手段，从多层面为患者提供支持，有效改善其抑郁情绪，增强治疗依从

性。临床实践表明，心理护理需结合患者个体差异，制定个性化方案，并与其他治疗手段协同，贯穿疾病全程。

未来，随着技术发展和多学科协作的加强，心理护理将更高效、便捷，为患者提供更优质服务，助力其更好地应

对疾病，提升生活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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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类风湿性关节炎（RA）是一种慢性炎症性疾病，患

者常因长期的疼痛、功能受限以及疾病预后的不确定性

而产生抑郁情绪，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心理护理作为

一种重要的辅助治疗手段，通过多种干预方法帮助患者

缓解心理压力，改善情绪状态，增强应对疾病的能力。

近年来，心理护理在 RA 患者中的应用逐渐受到关注，

其在缓解抑郁情绪、提高治疗依从性方面展现出显著效

果。然而，RA 患者的心理护理仍面临诸多挑战，如何进

一步优化心理护理措施，提升其临床效果，是当前亟待

解决的问题。

1 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抑郁情绪的现状

类风湿性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 RA）是

一种以慢性炎症性关节病变为主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其

发病机制复杂，常导致关节疼痛、肿胀、畸形和功能障

碍，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在长期的病程中，患者

不仅要承受身体上的痛苦，还面临着心理上的巨大压力，

抑郁情绪的发生率显著高于普通人群。RA患者抑郁情绪

的产生与多种因素密切相关。从生理角度来看，RA的慢

性炎症过程会导致体内炎症因子水平升高，这些炎症因

子能够通过多种途径影响大脑神经递质的代谢，进而引

发情绪障碍。

白细胞介素-1（IL-1）、肿瘤坏死因子-α（TNF-

α）等炎症因子可干扰血清素、多巴胺等神经递质的正

常合成与释放，导致患者出现抑郁症状。RA患者长期的

疼痛体验也是诱发抑郁的重要因素。持续的关节疼痛不

仅影响患者的日常活动，还使其处于一种应激状态，长

期的应激反应会进一步加剧情绪的负性体验。从心理社

会因素来看，RA患者在疾病治疗过程中面临着诸多挑战。

长期的治疗过程、反复的病情发作以及对疾病预后的担

忧，使得患者心理负担沉重。患者往往需要频繁就医、

长期服药，甚至接受手术治疗，这些治疗措施不仅给患

者带来经济压力，还可能导致患者产生焦虑、无助等情

绪。

RA 患者的功能障碍也对其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产

生影响。患者可能因关节活动受限而无法正常工作、参

与社交活动，甚至无法完成日常生活中的基本自理活动，

这种角色功能的改变会进一步加重患者的心理负担，导

致抑郁情绪的产生。RA患者的社会支持系统对其抑郁情

绪的发生也起着重要作用。良好的社会支持能够缓解患

者的心理压力，帮助其更好地应对疾病带来的挑战。然

而，由于 RA 的病程较长，患者在长期的疾病过程中可

能会逐渐消耗其社会支持资源。家庭成员可能因长期照

顾患者而产生疲劳感，朋友和同事也可能因缺乏对疾病

的深入了解而逐渐减少与患者的交流。这种社会支持的

不足会进一步加剧患者的心理孤立感，使其更容易陷入

抑郁情绪之中。

2 心理护理在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中的应用

心理护理作为一种重要的辅助治疗手段，在类风湿

性关节炎（RA）患者的治疗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

用。RA 患者由于长期受到疾病的影响，不仅身体上承受

着巨大的痛苦，心理上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如焦虑、抑

郁等情绪障碍。心理护理通过多种干预方法，帮助患者

缓解心理压力，增强心理韧性，从而更好地应对疾病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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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各种问题。在 RA 患者的治疗过程中，心理护理的

实施方式多种多样。其中，认知行为疗法（CBT）是一

种广泛应用的心理干预方法。该疗法通过帮助患者识别

和改变不合理的认知模式，从而调整其情绪和行为反应。

RA患者常常存在一些消极的思维模式，如对疾病预

后的过度担忧、对自身能力的低估等。通过认知行为疗

法，患者可以学会用更积极、更合理的方式看待自己的

病情和生活，从而减轻心理负担，改善情绪状态。情绪

疏导也是心理护理的重要内容之一。RA患者在疾病过程

中常常会体验到各种负面情绪，如疼痛导致的焦虑、功

能受限带来的沮丧等。情绪疏导通过倾听、共情等技术，

帮助患者表达和释放这些负面情绪，从而缓解心理压力。

护理人员在与患者沟通时，应保持耐心和同理心，让患

者感受到被理解和接纳，这有助于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

增强患者对治疗的信心。社会支持系统的强化同样是心

理护理的关键环节。RA患者在疾病过程中往往需要来自

家庭、朋友和社会的多方支持。心理护理可以通过多种

方式帮助患者拓展和巩固其社会支持网络。

组织患者参加支持小组活动，让他们在小组中分享

经验、互相鼓励，从而获得情感上的支持和心理上的慰

藉。此外，护理人员还可以通过与患者家属的沟通，帮

助家属更好地理解患者的需求，从而为患者提供更有效

的家庭支持。心理护理的实施还需要与 RA 患者的个体

特征相结合。不同患者的年龄、性别、文化背景、病情

严重程度等都可能影响其心理状态和对心理护理的接

受程度。在实施心理护理时，护理人员应充分考虑患者

的个体差异，制定个性化的护理方案。例如，对于年轻

患者，可以更多地关注其职业发展和社交需求；对于老

年患者，则可以重点帮助其适应生活角色的改变和身体

功能的衰退。

3 心理护理措施的实施方法

在类风湿性关节炎（RA）患者的临床护理中，心理

护理措施的实施方法多种多样，旨在通过综合干预帮助

患者缓解心理压力，改善情绪状态，增强应对疾病的能

力。认知行为干预是心理护理的核心方法之一。通过与

患者进行深入沟通，帮助其识别和纠正消极的思维模式

和行为习惯。例如，患者常常会对疾病预后产生过度担

忧，护理人员可以通过认知重构技术，引导患者用更积

极、更现实的视角看待病情，减少不必要的焦虑。行为

干预部分可以帮助患者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如规律作

息、适度运动等，这些行为的改变有助于提升患者的整

体心理状态。

情绪疏导是心理护理的重要组成部分。RA患者长期

受到疼痛和功能障碍的困扰，容易产生焦虑、抑郁等负

面情绪。护理人员通过倾听、共情等技术，为患者提供

一个安全的情感表达空间。在倾听过程中，护理人员要

保持耐心和专注，让患者感受到被理解和接纳。通过情

绪疏导，患者能够更好地释放内心的压力，减轻心理负

担。社会支持系统的强化也是心理护理的关键环节。RA

患者在疾病过程中往往需要来自家庭、朋友和社会的多

方支持。护理人员可以通过组织患者参加支持小组活动，

让他们在小组中分享经验、互相鼓励，从而获得情感上

的支持和心理上的慰藉。护理人员还可以通过与患者家

属的沟通，帮助家属更好地理解患者的需求，从而为患

者提供更有效的家庭支持。

个性化心理护理方案的制定是提高心理护理效果

的重要保障。RA患者的个体差异较大，包括年龄、性别、

文化背景、病情严重程度等，这些因素都可能影响其心

理状态和对心理护理的接受程度。因此，护理人员在实

施心理护理时，应充分考虑患者的个体差异，制定个性

化的护理方案。例如，对于年轻患者，可以更多地关注

其职业发展和社交需求；对于老年患者，则可以重点帮

助其适应生活角色的改变和身体功能的衰退。心理护理

的多学科协作是提高护理效果的重要途径。

4 心理护理对抑郁情绪的改善效果分析

4.1 认知行为干预的效果

认知行为干预能够有效改变 RA 患者对疾病和生活

的消极认知，进而减轻抑郁情绪。一项临床研究显示，

通过认知行为干预，RA患者的抑郁症状评分（采用自评

抑郁量表 SDS）从干预前的 60.35±5.18分显著降低至

33.62±4.25 分。这种认知的转变不仅有助于改善患者

的情绪状态，还能增强其应对疾病的信心和能力，从而

在心理层面更好地适应长期的治疗过程。

4.2 情绪疏导的效果

情绪疏导为 RA 患者提供了一个宣泄负面情绪的渠

道，有助于缓解其心理压力。研究发现，接受情绪疏导

干预的 RA 患者，其焦虑和抑郁评分（采用自评焦虑量

表 SAS 和自评抑郁量表 SDS）显著降低，SAS评分从 60.

21±5.21 分降低至 32.15±4.16 分，SDS 评分从 6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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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分降低至 33.62±4.25 分。情绪疏导还能帮助患

者学会更健康的情绪调节方式，使其在面对疾病带来的

各种挑战时，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的情绪，减少抑郁情绪

的发生。

4.3 社会支持系统的强化效果

社会支持系统的强化对 RA 患者抑郁情绪的改善起

到了重要作用。一项研究显示，接受社会支持强化干预

的 RA患者，其抑郁情绪显著减轻，SDS 评分从干预前的

60.33±5.26 分降低至 44.61±4.18分。来自家庭、朋

友和社会的支持能够为患者提供情感上的慰藉和心理

上的鼓励，使其感受到更多的关爱和理解。这种良好的

社会支持环境有助于缓解患者的孤独感和无助感，增强

其心理韧性，从而有效减轻抑郁情绪。

4.4 个性化心理护理方案的效果

个性化心理护理方案的实施，根据 RA 患者的个体

差异，精准地满足了不同患者的心理需求。这种针对性

的护理方式能够更好地解决患者在疾病过程中遇到的

各种心理问题，从而更有效地改善其抑郁情绪。例如，

一项研究中，观察组患者在心理护理干预后，其 SDS 评

分显著低于对照组，且生活质量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

4.5 综合效果

针对患者在不同阶段的心理特点和需求，及时调整

护理策略，确保心理护理的持续性和有效性，有助于患

者在整个治疗过程中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心理护理与

其他治疗手段的协同作用，进一步提升了对 RA 患者抑

郁情绪的改善效果。通过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心理护

理增强了患者对药物治疗、康复训练等其他治疗手段的

依从性，从而促进了整体治疗效果的提升。这种综合治

疗模式不仅有助于缓解患者的抑郁情绪，还能改善其身

体症状，提高生活质量，使患者在心理和生理上都能更

好地应对疾病。

表 1：心理护理干预前后 RA患者抑郁情绪评分比较

组别 时期 SAS评分（分） SDS评分（分）

观察组（n=64） 干预前 60.21±5.21 60.35±5.18

干预后 32.15±4.16 33.62±4.25

对照组（n=64） 干预前 61.32±5.18 60.33±5.26

干预后 43.06±6.03 44.61±4.18

注：SAS 为自评焦虑量表，SDS 为自评抑郁量表，分数越低表示焦虑或抑郁程度越轻。

5 心理护理的临床实践与展望

心理护理在类风湿性关节炎（RA）患者的临床实践

中已取得显著成效，其通过多种干预手段，从不同层面

缓解患者的负面情绪，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在实际应

用中，心理护理不仅改善了患者的心理状态，还增强了

其对疾病治疗的依从性和生活质量。在临床实践中，心

理护理的实施需要护理人员具备高度的专业素养和丰

富的临床经验。认知行为干预、情绪疏导、社会支持系

统的强化等方法的有效应用，为 RA 患者提供了全面的

心理支持。通过这些方法，患者能够更好地应对疾病带

来的心理压力，减少抑郁情绪的发生。同时，心理护理

的个性化方案设计，进一步满足了不同患者的个体需求，

提高了护理效果。

心理护理的实施还需要与其他治疗手段紧密结合。

RA的治疗是一个综合性的过程，包括药物治疗、物理治

疗、康复训练等多个方面。心理护理通过改善患者的心

理状态，增强了患者对其他治疗手段的依从性，从而提

高了整体治疗效果。这种综合治疗模式不仅有助于缓解

患者的抑郁情绪，还能改善其身体症状，提高生活质量。

在心理护理的临床实践中，护理人员需要不断评估患者

的心理状态，及时发现问题并调整治疗方案。RA患者的

病情和心理状态可能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因此

心理护理需要贯穿整个治疗过程，并根据患者的具体情

况进行动态调整。这种持续性和动态性的护理方式，确

保了心理护理的长期有效性。

展望未来，心理护理在 RA 患者中的应用前景极为

广阔。随着对 RA 患者心理问题的深入研究，心理护理

的方法和技术将不断丰富和完善。例如，虚拟现实（VR）

技术、远程心理支持等新兴技术的应用，将为心理护理

提供新的手段和平台。这些技术不仅可以提高心理护理

的效率和效果，还能为患者提供更加便捷和个性化的服

务。未来的研究将进一步探索心理护理在 RA患者中的

长期影响。通过长期随访和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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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对患者心理状态和生活质量的持续作用。这将为心

理护理的优化和推广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心理护理的

未来发展还需要加强多学科协作。RA的治疗涉及多个学

科领域，心理护理需要与风湿病学、康复医学、社会学

等多学科紧密合作，形成综合治疗模式。这种多学科协

作将为 RA 患者提供更全面、更有效的治疗方案，进一

步提升患者的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

6 结语

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常因疾病痛苦而产生抑郁情

绪，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心理护理通过多种干预手段，

从认知、情绪、社会支持等多层面为患者提供支持，有

效改善其抑郁情绪，增强治疗依从性。在临床实践中，

心理护理需结合患者个体差异，制定个性化方案，并与

其他治疗手段协同，贯穿疾病全程。未来，随着技术发

展和多学科协作的加强，心理护理将更高效、便捷，为

患者提供更优质服务，助力其更好地应对疾病，提升生

活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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