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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护理对于新型毒品滥用者焦虑情绪的
改善效果分析
汤丽敏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广东广州   510370） 

摘要：目的 探讨综合性护理对于新型毒品滥用者焦虑情绪的改善效果。方法 选取 2018 年 6 月 ～2019
年 6 月收治的 82 例新型毒品滥用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护理方法的不同分为对照组（应用常规护理干预

方法） 和实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应用综合性护理干预方法） ，每组各 41例。对比两组新型毒品滥用患

者对护理总满意率、护理前后的焦虑、抑郁评分和生活质量评分。结果 护理前，两组新型毒品滥用患

者的焦虑、抑郁评分、生活质量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护理后，实验组患者的焦虑、
抑郁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生活质量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实验组患
者对护理总满意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 综合性护理可显著改善新
型毒品滥用者的焦虑情绪、抑郁情绪，提高生活质量和对护理总满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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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毒品主要指的是人工化学合成的一类毒

品，作用于人类的中枢神经系统，使得人类产生兴

奋感，继而使其产生依赖。毒品成瘾会给患者以及

患者家庭乃至社会带来沉重负担，引起有关人员的

高度关注。

调查研究显示，新型毒品的主要类型有：（1）  兴
奋类毒品；（2） 致幻类毒品；（3） 兼具兴奋和致
幻作用的毒品等 [1]。长期滥用新型毒品会给人产生

严重的心理依赖性和生理依赖性，其中心理依赖性

表现更为典型。有关研究指出，长期滥用新型毒品

会损伤患者的大脑结构，严重降低其生活质量 [2]。

现阶段来看，临床尚未研究出治疗新型毒品滥用者

的特效药。吸食新型毒品者接受治疗期间往往会出

现焦虑不安情绪和攻击性强等情绪障碍，而焦虑情

绪的存在对疾病的治疗产生较大负面影响 [3]。为了

缓解新型毒品滥用者的焦虑情绪，提高临床治疗效

果，必须对其进行相应护理，而综合性护理干预方

法对其产生重要作用。本文将对其进行有关分析，

现报道如下：

1对象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年 6月 ～2019年 6月收治的 82例
新型毒品滥用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护理方法的不

同分为对照组（应用常规护理干预方法） 和实验组

（在对照组基础上应用综合性护理干预方法） ，每
组各 41例。对照组：男性 29例，女性 12例；年
龄（26.35±3.77） 岁；住院时间（34.15±1.62） d；
吸毒时间（3.26±1.15） 年；文化程度：10例小
学、14例初中、17例高中以及高中以上；吸食新
型毒品类型：15例麻古、20例冰毒、6例其他；
职业：30例无业、10例个体经营者、1例企事业
工作者。实验组：男性 30例，女性 11例；年龄
（26.61±3.26） 岁；住院时间（33.96±1.84） d；
吸毒时间（3.36±1.08） 年；文化程度：9例小学、
14例初中、18例高中以及高中以上；吸食新型毒
品类型：15例麻古、21例冰毒、5例其他；职业：
29例无业、10例个体经营者、2例企事业工作者。
两组新型毒品滥用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 ＞ 0.05） ，可对比。
1.2 方法

对照组应用常规护理干预方法。（1） 常规入
院宣教：在患者入院时，护士需热情接待，告知

患者医院内部环境和有关规章制度等，让患者能

够尽快适应，从而接受治疗和护理。（2）  戒毒护
理：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开展戒毒方法，如药物

戒断法、自然戒断法和非药物戒断法等。护理期间，

帮助已经戒毒的患者建立正常的作息，帮助患者

参加健康的活动，戒掉再次吸毒的念头；叮嘱家

属多多与患者沟通，减轻患者的身心压力。（3） 饮
食指导：饮食以清淡为主，逐渐过渡到进补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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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食物。除此之外，叮嘱患者多喝水。

实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应用综合性护理干预方

法。（1） 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适时开展健康教育：
在患者入院前，护士需热情地向患者介绍医院基本

情况以及自身一般资料，主动关心和尊重患者，通

过适时沟通获取患者信任。护士可向患者开展新型

毒品有关知识讲解，让患者能够主动配合治疗，主

动参与治疗和护理过程，从而有效减轻焦虑情绪。

（2） 焦虑情绪护理：耐心倾听患者主诉，鼓励患
者主动表达内心情感以及情绪，了解患者的兴趣爱

好以及家庭情况等，再根据患者的性格特点进行针

对性的心理干预。合理评估患者产生焦虑情绪的原

因，及时解决患者疑虑。护士还需帮助患者意识到

焦虑情绪的产生对其疾病的恢复不够理想，共同分

析焦虑产生原因，再进行针对性指导——指导患者

如何采用积极的方式来应对焦虑情绪，与此同时让

患者学会面对现实，逐渐树立信心；教会患者通过

慢跑或静坐等方式来缓解焦虑情绪，当患者无法控

制焦虑情绪产生时，可按照医嘱注射镇静药物。

（3）  加强家庭支持：大部分家庭成员对患者吸毒
感到失望、沮丧、不信任等，而家庭成员的支持对

于处于恢复期的患者而言至关重要。此时护士需做

好家庭成员的心理干预，教会家属如何应对患者吸

毒，列举成功戒毒案例，提高患者及其家属的信心，

从而缓解患者的焦虑情绪。（4） 定期开展娱乐活动：
每周进行 1次娱乐活动，营造轻松的氛围，让患者
能够体会到团队协作的快乐，从而缓解焦虑情绪。

（5） 音乐联合肌肉放松训练：在音乐声中，指导
患者腹式呼吸训练，仔细感受腹部的起伏；伴随着

音乐让手臂、肩背部、胸部以及臀部等紧绷 5 s左右，

再放松 5 s，一张一弛之间充分放松肌肉；想象美
好的事物，沉浸在其中，再保持平卧静息状态。每

次训练 20 min，每天 1次。

1.3 观察指标

分析两组新型毒品滥用患者对护理总满意率

（采用医院自制问卷调查量表，总分为 100分，非
常满意为 80～100分、一般满意为 60～79分、不满
意为 60分以下） 以及护理前后的焦虑评分 [4～5]（采

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分数越高说明新型毒品滥用

患者的焦虑症状越严重，分数越低说明新型毒品滥

用患者的焦虑症状越轻） 、生活质量评分 [6～7]（采

用 SF-36量表，分数越高说明新型毒品滥用患者的
生活质量越高，分数越低说明新型毒品滥用患者的

生活质量越低） 、抑郁评分 [8]（采用汉密尔顿抑郁

量表，分数越高说明新型毒品滥用患者的抑郁症状

越严重，分数越低说明新型毒品滥用患者的抑郁症

状越轻） 。

1.4 统计学处理

应用 SPSS 22.0软件对临床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计数资料用（%） 表示，行χ2检验，计量资料用

（x±s） 表示，行 t检验，P  ＜  0.05表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结果
2.1 两组新型毒品滥用患者对护士的总满意率

比较

实验组新型毒品滥用患者对护理的总满意率明

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
见表 1。

表 1  两组新型毒品滥用患者对护理的总满意率比较 [n（%） ]

组别 n 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率

实验组 40 32（80.00） 6（15.00） 2（5.00） 38（95.00） 

对照组 40 20（50.00） 7（17.50） 13（32.50） 27（67.50） 

χ2 9.9282

P 0.0016

2.2 两组护理前后焦虑评分、抑郁评分、生活

质量评分比较

护理前，比较两组新型毒品滥用患者的焦虑

评分、生活质量评分、抑郁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 ＞ 0.05） ；护理后，实验组新型毒品滥用患
者的焦虑评分、抑郁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生活

质量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 ，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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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护理前后焦虑平均评分、抑郁平均评分、生活质量平均

评分比较 [（x±s） ，分 ]

内容 实验组
（n = 40） 

对照组
（n = 40） t P

抑郁
护理前 33.25±4.87 33.16±4.92   0.0822 0.9347

护理后 20.22±1.54 28.36±5.21   9.4760 0.0000

焦虑
护理前 29.89±6.02 30.01±5.89   0.0901 0.9284
护理后 15.52±3.12 25.13±3.62 12.7179 0.0000

生理
职能

护理前 40.25±8.36 40.35±8.28   0.0537 0.9573
护理后 72.32±5.65   60.15±10.23   6.5861 0.0000

身体
疼痛

护理前   33.22±10.12   32.01±11.64   0.4961 0.6212
护理后 72.27±6.62 50.35±7.98 13.3707 0.0000

生理
功能

护理前 47.14±5.85 48.01±5.25   0.7000 0.4860
护理后 71.12±3.38 50.25±6.27 18.5305 0.0000

情感
职能

护理前 30.22±7.17 31.01±6.67   0.5102 0.6113
护理后 69.69±8.22 50.15±7.71 10.9655 0.0000

社会
职能

护理前 35.56±6.18 35.68±6.02   0.0879 0.9301
护理后 75.12±6.02 60.11±5.84 11.3185 0.0000

3讨论
3.1 新型毒品滥用者的心理问题分析

一旦染上毒品，将显著危害患者的身心健康。

患者想在短时间内达到良好的戒毒效果，从而摆脱

毒品，但是在戒毒期间患者极易发生焦虑情绪和抑

郁情绪。调查研究显示，新型毒品滥用者普遍出现

人际敏感症状、抑郁症状、偏执症状和焦虑症状等。

新型毒品滥用者的上述心理状态反而会影响患者的

心理健康，继而出现恶性循环。因此，护士需注重

新型毒品滥用者的心理状态，积极干预新型毒品滥

用者的焦虑情绪和抑郁情绪等。

3.2 护理效果分析

新型毒品滥用者焦虑和抑郁产生的原因主要

有：（1） 非自愿接受治疗；（2） 对自身疾病缺乏
准确认知；（3） 担心住院会影响到工作；（4）  对
陌生环境感到焦虑等。焦虑情绪是新型毒品滥用者

的常见负面情绪，据调查，80 %新型毒品滥用者
出现焦虑症状。为了缓解新型毒品滥用者的焦虑情

绪，临床需对其进行护理干预。戒毒所耗费的人力

物力财力较高，所需要的时间也比较久。医护人员

需帮助新型毒品滥用患者重建身心平衡。与此同时，

通过多种手段和方式帮助新型毒品滥用患者，使其

早日回归正常生活。在干预期间，医护人员应该维

持新型毒品滥用患者的自尊。

常规护理干预方式预后效果不够理想，而综合

性护理干预方法能够从患者角度出发，关心和尊重患

者，使得患者倍感信心，最终缓解焦虑情绪，提高总

满意率。综合护理干预方式中的健康教育可纠正新型

毒品滥用患者的错误认知，正视新型毒品所带来的危

害。健康教育期间，护士需积极调动新型毒品滥用患

者的学习兴趣，让其充分了解毒品，从而远离毒品。

加强社会系统的支持对于缓解新型毒品滥用患者的焦

虑情绪和抑郁情绪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家庭给予新

型毒品滥用患者高度的理解和支持会让其信心倍增，

从而愿意主动配合医护人员工作。音乐疗法联合肌肉

训练则能够积极改善新型毒品滥用患者的肺部通气功

能，减轻因戒毒所致的头痛和头晕等症状，继而积

极改善负面心理情绪，提高生活质量和对护理总满意

率。本文研究结果显示，护理前，两组新型毒品滥用

患者的焦虑评分、生活质量评分、抑郁评分比较无差

异（P ＞ 0.05） ；护理后，实验组新型毒品滥用患者
的焦虑评分、抑郁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  ＜  0.05） ，
实验组新型毒品滥用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明显高于对

照组（P  ＜  0.05） ；实验组新型毒品滥用患者对护理
总满意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05） 。

综上所述，综合性护理可显著改善新型毒品滥

用者的焦虑情绪、抑郁情绪，提高生活质量和对护

理总满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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