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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内科住院患者亲属的心理健康状况及护理对策神经内科住院患者亲属的心理健康状况及护理对策
厉陈慧厉陈慧

广德市人民医院广德市人民医院  安徽省安徽省  242200

摘要：神经内科疾病通常病程较长、病情波动频繁，住院患者在治疗过程中需依赖家庭支持系统共同应对疾病压

力。患者亲属在长期照护与情绪投入中极易产生焦虑、抑郁、情绪耗竭等心理问题，若缺乏系统干预，可能对照护质

量及患者预后造成不良影响。面对这一挑战，护理工作需拓展服务边界，将亲属心理状态纳入整体护理评估与干预体

系，通过多维手段提升其心理调适能力。本文旨在系统分析神经内科住院患者亲属的心理健康问题，并探讨科学、可

行的护理干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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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神经系统疾病具有高致残率、高照护依赖性及康复周期长等特征，使患者家庭成员长期处于高度应激状态，容易

引发持续性心理困扰。亲属在支持治疗与决策过程中所承受的情绪负荷，已成为影响患者治疗依从性及护理效果的重

要因素。在以家庭为核心的综合护理模式下，关注亲属心理健康已成为临床护理服务的关键组成部分，有必要从制度

层面与实践路径中加以优化与强化。

1.神经内科住院患者亲属的心理健康现状

神经内科住院患者亲属在长期照护过程中普遍面临显著的心理健康风险，主要表现为持续性焦虑、抑郁状态、慢

性压力反应及适应障碍等问题。这类心理困扰的产生与神经系统疾病本身的特殊性密切相关。神经内科疾病通常具有

病情波动大、功能障碍显著、康复周期长等临床特征，使患者的生活自理能力下降，亲属需长期承担高强度的陪护责

任。在此过程中，亲属不仅需应对突发性病情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还需协调多重社会角色与照护责任之间的冲突，

造成其情绪调节功能持续处于高负荷状态。部分亲属缺乏应对复杂疾病护理场景的经验与心理调适能力，进而导致应

激水平升高、情绪耗竭加剧。

此外，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和沟通障碍亦加剧其心理负担，在疾病认知不足的背景下，亲属往往对治疗前景产生

悲观预期，进一步激发负面认知与情绪反应。经济压力与社会支持系统的薄弱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部分亲属

在面对高昂医疗费用及生活支出压力时，易陷入持续性焦虑状态，缺乏有效纾解机制。在多种内外部应激源长期作用

下，其心理健康状况逐渐恶化，表现出显著的心理脆弱性与适应障碍，对患者照护行为与自身生活质量产生深远影响

[1]。

2.神经内科护理工作中应对亲属心理问题的对策

2.1 建立亲属心理评估机制

在神经内科护理体系中构建标准化的亲属心理评估机制，对于早期识别高危心理状态具有重要意义。应将心理评

估纳入患者住院初期的常规护理流程，采用具备信效度的多维度评估工具，如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

（SDS）及照护者负担量表（ZBI），以实现对情绪状态、照护压力及适应能力的量化识别。评估方式需结合访谈、

问卷与行为观察法，确保数据采集的全面性与动态性。同时，应根据亲属的文化背景、教育程度及疾病相关知识掌握

水平制定差异化评估策略，避免因评估方法不当而造成结果偏差。护理人员需具备心理测评基础知识及干预意识，能

够对初步筛查结果作出专业判断并适时转介至心理专科或多学科团队协作干预。此外，应设立电子化心理档案，实现

对亲属心理状态的阶段性跟踪与纵向管理，从而为个体化干预计划的制定与调整提供科学依据与技术支撑。

2.2 实施个体化心理支持干预

实施个体化心理支持干预是提升神经内科照护质量的关键环节，应在系统评估基础上，构建具针对性的干预路

径。干预方案应根据亲属的心理承受能力、照护角色特征及社会资源可及性进行定制化设计。对于焦虑倾向显著者，

可引入渐进性肌肉放松训练与认知行为干预，调节其对疾病发展的过度担忧。对于表现出抑郁情绪的亲属，应强调情

绪表达通道建设，并辅以心理教育及积极心理学理念，激发其内在心理弹性。护理人员需具备良好的沟通技巧与共情

能力，能够在非评价性氛围中开展有效对话，缓解其孤独与无助感。应利用情境模拟或角色扮演等方法，提升亲属应

对突发情况的心理调适能力与照护自信心。同时，可引入小组支持干预模式，建立由具有相似照护背景者组成的情感

中西医结合护理

2025年04期

首页 > 《中西医结合护理》 > 2025年04期 > 神经内科住院患者亲属的心理健康状况及护理对策神经内科住院患者亲属的心理健康状况及护理对策

请输入关键词期刊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25-04-30 13:00:14 作者:  厉陈慧 �  >经济管理 � 分享 打印� 同系列资源

� 1 / 1 � 来源期刊

相关推荐

同分类资源 更多

[经济管理] 多传感器融合的斗轮机姿态自适…

[经济管理] 数据驱动的城市供水实时调度策…

[经济管理] 基层工会思政工作与文体活动有…

[经济管理] 多技术协同视角下供水管道漏损…

[经济管理] 论配电系统设计中防静电措施的…

[经济管理] 光伏项目 EPC 管理模式优化与…

[经济管理] 光伏项目全生命周期成本控制与…

[经济管理] 工业炸药机械设备及维修保养管…

[经济管理] 量子传感技术与传统电子系统的…

[经济管理] 数字化时代下物业管理工程中智…

神经内科；住院患者亲属；心理健康状

况；护理对策

相关关键词

http://www.qikanwanglanwang.com/
http://www.qikanwanglanwang.com/
http://www.qikanwanglanwang.com/periodical
http://www.qikanwanglanwang.com/search/qk
http://www.qikanwanglanwang.com/search/lw
http://www.qikanwanglanwang.com/news
http://www.qikanwanglanwang.com/
http://www.qikanwanglanwang.com/journal/9973
http://www.qikanwanglanwang.com/periodical/info/268306
http://www.qikanwanglanwang.com/thesis/view/3808821
http://www.qikanwanglanwang.com/search/lw?author=%E5%8E%89%E9%99%88%E6%85%A7
http://www.qikanwanglanwang.com/Periodical-l1-1.html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window.print();
http://www.qikanwanglanwang.com/journal/111.html
http://www.qikanwanglanwang.com/periodical-p648.html
http://www.qikanwanglanwang.com/periodical-p648.html
http://www.qikanwanglanwang.com/thesis/detail/2487
http://www.qikanwanglanwang.com/thesis/detail/2486
http://www.qikanwanglanwang.com/thesis/detail/2485
http://www.qikanwanglanwang.com/thesis/detail/2484
http://www.qikanwanglanwang.com/thesis/detail/2483
http://www.qikanwanglanwang.com/thesis/detail/2482
http://www.qikanwanglanwang.com/thesis/detail/2481
http://www.qikanwanglanwang.com/thesis/detail/2438
http://www.qikanwanglanwang.com/thesis/detail/2437
http://www.qikanwanglanwang.com/thesis/detail/2436
http://www.qikanwanglanwang.com/search/lw?q=%E7%A5%9E%E7%BB%8F%E5%86%85%E7%A7%91%EF%BC%9B%E4%BD%8F%E9%99%A2%E6%82%A3%E8%80%85%E4%BA%B2%E5%B1%9E%EF%BC%9B%E5%BF%83%E7%90%86%E5%81%A5%E5%BA%B7%E7%8A%B6%E5%86%B5%EF%BC%9B%E6%8A%A4%E7%90%86%E5%AF%B9%E7%AD%96


支持网络，增强亲属之间的信息共享与经验互助。所有干预措施应动态调整，并设立干预效果评估机制，确保干预目

标的阶段性达成与持续性优化[2]。

2.3 优化护患沟通与信息支持

提升神经内科护理服务中的护患沟通质量，应以系统性信息支持策略为基础，构建多层次的沟通路径。由于神经

系统疾病复杂性高、病情进展不可预测，亲属对诊疗信息的迫切需求与医护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极易造成认知混乱与情

绪失衡。因此，需设立信息管理责任岗，由专业护理人员主导信息协调与沟通反馈机制。通过标准化沟通流程，结合

疾病阶段推送个性化病情讲解、护理策略及康复信息，有助于降低亲属的不确定感。针对重点照护者群体，可定期组

织小范围信息通报会议，以互动式问答形式提升信息理解深度与参与感。此外，建设信息支持平台，如移动端护理信

息推送系统、智能随访系统等，可实现护理知识的时效性传播与亲属心理困扰的及时回应。在沟通过程中应重视非语

言线索识别，合理运用共情反馈与积极倾听技术，形成开放、尊重、透明的沟通氛围，提升亲属对护理服务的信任度

与配合度。

2.4 构建多学科协作护理模式

多学科协作护理模式在应对神经内科患者亲属的心理支持需求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神经系统疾病常伴随

长期功能障碍及认知损伤，对家庭结构及照护系统构成持续性冲击，仅凭单一护理干预难以满足其复杂化心理支持需

求。因此，应组建由护理人员、心理治疗师、神经科医师、康复治疗师及社会工作者组成的多学科协同团队。各专业

成员依据职责分工协同开展心理评估、应对策略指导与资源整合干预，提升干预的综合性与适应性。团队应定期召开

照护讨论会，针对亲属的心理状态变迁、生活适应难题及照护负担指数进行综合分析，提出具体干预路径。特别是在

患者认知障碍或意识障碍状态下，亲属面对长期决策压力和角色冲突的现象尤为突出，需联合精神卫生服务介入强化

支持。此类协作模式应注重沟通机制的制度化，确保信息在团队间的闭环传递与跨专业整合，使干预更具连续性与实

效性，切实提升亲属心理照护质量与护理系统功能反应能力。

2.5 增强护理人员心理健康服务能力

护理人员的心理服务能力是推动神经内科亲属心理干预实效落地的核心保障，需从专业知识培训、服务技能强化

与职业心理支持三方面协同提升。在知识维度，应系统引入心理评估理论、情绪调节策略与应对性心理干预方法，使

护理人员具备识别与干预亲属心理异常的理论基础。技能层面，应加强情绪识别能力、非语言沟通技巧及高压情境下

的稳定表达训练，通过模拟情境教学及临床实训方式强化实际操作能力。在服务实践中，护理人员面对高强度工作负

荷及亲属情绪外化反应，容易产生共情疲劳及情绪耗竭，进而影响干预质量。因此，应建立护理人员心理减压与支持

体系，如设立情绪疏导小组、提供心理咨询资源与开展职业支持性督导机制，增强其心理韧性与服务持续力。同时，

应开展心理护理胜任力评估，动态追踪护理人员服务效能，及时调整培训内容与支持路径，确保其在高压临床环境中

具备稳定、专业的心理支持能力[3]。

2.6 提高亲属参与护理过程的积极性与合作性

提高神经内科住院患者亲属参与护理过程的积极性与合作性，能够有效促进亲属的心理适应与支持患者的康复。

首先，应通过建立系统化的亲属教育培训机制，使亲属理解疾病的基本情况、治疗方案及康复目标，增强其对护理过

程的信任感和参与感。其次，护理人员应在患者护理的各个环节中积极与亲属沟通，提供必要的情感支持和心理疏

导，帮助亲属正确面对患者的病情发展，减少其焦虑情绪。通过定期组织亲属会议或小组讨论，护理人员可以让亲属

分享心得体会，增强他们的归属感，促进亲属在治疗与护理中的主动性。此外，在患者的日常护理中，给予亲属适当

的参与机会，如协助简单的护理操作、配合康复训练等，不仅可以减轻亲属的无助感，还能提升他们对护理团队的合

作意愿。建立有效的反馈机制，对亲属的参与表现给予肯定和鼓励，也能增强其持续参与的积极性，进一步推动亲属

与护理团队之间的默契配合，最终促进患者康复过程中的整体效果。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构建一个积极互动、共同参

与的护理环境，为患者的治疗与康复提供更为坚实的支持基础。

3.结语

总而言之，神经内科住院患者亲属在长期照护过程中常常面临多重心理困扰，其情绪状态、适应能力及心理负荷

直接影响患者康复节奏与护理服务质量。有效的护理对策应聚焦于心理评估机制的完善、个体化支持干预的实施、多

学科团队协作的构建以及护理人员专业能力的提升。通过系统化、人性化的心理护理服务，能够有效缓解亲属的心理

压力，增强其照护信心，进而提升整体护理工作的连续性与专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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