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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认知行为护理联合心理护理在社交恐惧症(SAD)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筛选我

院在2024年2月-2025年2月期间收治的82例SAD患者为研究对象,分为两组,其中对照组(41例)为常规护

理,而研究组(41例)为认知行为和心理护理共同干预。结果：研究组心理情况更好(P＜0.05)；研究组自

我效能及生活质量评分更高(P＜0.05)。结论：认知行为护理联合心理护理在SAD患者中应用的效果明

显,可以有效改善其心理状态,加强自我效能感,并提高整体生活质量,应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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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effects of cognitive behavioral nursing and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 patients with social anxiety disorder (SAD). Method: 82 SAD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24 to February 2025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care, while the study group received cognitive behavioral and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s. The 

psychological condition of the research group was better (P<0.05); The self-efficacy and quality of life scores of 

the research group were higher (P<0.05). Conclusion: Cognitive behavior and psychological nursing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SAD patients, effectively improving their psychological state, enhancing self-efficacy, and 

improving overall quality of life. They should be promo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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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社交恐惧症(SAD)在临床指的是机体在人群及社交场所里

面出现的一种持续且明显的担忧及恐惧表现,并且最终出现不

受控的一种焦虑反应。作为一种常见的慢性病症,基本不能自我

缓解,如果不能及时治疗,使得患者长时间在一个焦虑不安状态,

就会明显降低自我效能,并影响身心质量[1]。药物治疗属于目前

该病的主要治疗手段,可以有效抑制机体多巴胺神经元的整体

兴奋度,并改善临床症状,可是在实际治疗期间仅用药物治疗却

忽视心理方面的整体疏导,就很难实现比较理想的干预效果,所

以在治疗的基础上也要配合积极完善的护理干预。其中认知行

为护理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自我错误认知,并加强自身能动性,

来积极改善其自我认知及行为。而且该护理会把人当作一个系

统,借助多种技术来解决患者的实际问题,从而改善最终的人际

关系。而心理护理能够有效改善其负面情绪,并使其树立一个良

好的恢复信心及责任感,两者联合干预既能够改善其焦虑表现,

还可以有效提高整体的康复效果[2]。因此我院在SAD患者治疗期间,

联合以上两种护理予以共同干预,评价效果,现予以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筛选我院在2024年2月-2025年2月期间收治的82例SAD患者

为研究对象,分为两组,各41例,其中对照组中男20例、女21例；

年龄20~59岁,平均(37.75±2.75)岁。研究组中男19例,女22例；

年龄20~60岁,平均(38.15±3.25)岁,且资料可比(P＞0.05)。 

1.2方法 

对照组行常规护理,确保治疗环境足够的温馨整洁,保证空

气流通,最大程度的集中开展医护操作,不要出现噪音,来进一

步加重其心理负担。对患者提供基础的生活指导,以养成一个科

学的日常习惯,确保作息规律且饮食科学,不吃刺激性食物,并

摄入足够的营养元素,提醒其按医嘱用药,避免产生漏服或误服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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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组行认知行为护理联合心理护理干预,具体表现为：(1)

认知行为护理：①和患者建立和谐护患关系：给患者重点说明

良好心理对疾病预后的关键意义,然后详细说明该护理内容的

原理、步骤、预期效果和相关注意事项。②指导患者去建立积

极的求助动机,并对其不良表现予以详细解释,准确评估矫正可

以实现的预期效果,使患者尽快适应自身不良认知的整体矫正,

从而产生一个新的科学认知与行为去取代以往不良的自我认知

与行为。③帮助患者在日常生活里面创建一个和谐的社交环境,

然后培养竞争观念性意识,产生新型认知来对抗传统认知,并开

展新认知模式的整体练习,使其用于日常社交环境里面,从而代

替过去传统的认知形式。④对于自我认知予以积极改变,并当作

新认知及训练的最终结果,并让患者再次评估自我情境和效能

里面的整体效果。⑤对于以上几个阶段获得的临床效果予以持

续巩固,从而帮助患者能够更加摆脱过去不合理的思维形式,还

能强化新型认知,让患者在具体护理期间所掌握的知识能够合

理处理社交所碰见的问题,使其更加主动的适应日常生活。(2)

心理护理：①评估心理状态：护理人员准确评估患者的心理状

态和人际关系,从而分析其产生恐惧的相关因素,从而制定针对

性的护理予以全面疏导。②提高交流力度：在实际沟通过程中,

护理人员一定要保持镇静,来耐心倾听其心理想法,并在此过程

中全面了解患者的言行和神智状态,从而使其能够主动地表达

内心感受,并配合温柔耐心的话术予以护理,也可以邀请家属对

患者提供足够的情感支持和帮助。③建立友好护患关系：对患

者予以积极的鼓励和劝导,耐心回答患者提出的问题来缓解其

不良情绪和行为,其次还要提高沟通力度,来提高对疾病康复的

信心与配合。④从患者角度出发,始终把其当作核心开展完善的

心理护理,并帮助其建立足够的自我效能意识,鼓励患者主动参

与临床治疗,并掌握病情进展、治疗计划和恢复进程。 

1.3观察指标 

分析两组心理状态。 

分析两组自我效能及生活质量评分。 

1.4统计学方法 

数据使用SPSS24.0分析,计数用X2(%)去检验,而计量行t去

检测,如P＜0.05,则代表差异显著。 

2 结果 

研究组心理情况更好(P＜0.05),见表1。 

表1 SDS、HAMA指标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HAMA评分 SDS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41 52.66±3.48 39.23±2.62 59.85±3.43 45.64±3.27

研究组 41 52.34±3.63 27.52±2.17 59.62±3.24 32.63±3.15

T 值 1.045 14.765 1.053 16.124

P 值 ＞0.05 ＜0.05 ＞0.05 ＜0.05

 

研究组自我效能及生活质量评分更高(P＜0.05),见表2。 

表2 评分比较( sx ± ,分) 

组别 例数

自我效能评分 生活质量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41 54.57±6.51 71.17±6.17 57.52±3.57 73.85±2.38

研究组 41 54.56±6.52 88.96±7.23 57.43±3.26 92.11±2.45

t 值 / 1.652 11.798 1.315 10.537

P值 /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伴随互联网技术的持续发展,使得人和人彼此的沟通变得

非常容易,而面对面的沟通也变得更加欠缺。作为一种非常多发

的心理障碍性疾病,社交恐惧症既会对患者本身产生不良影响,

而且很容易造成社会功能的持续损伤及自杀等非常严重的后

果出现,发病后会持续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核心的临床特征

就是持续出现的社交焦虑,而且还会伴随比较明显的害怕心理

出现[3]。虽然很多国内外专家对该病都进行了很长时间的研究,

可仍然欠缺完善系统的论证,就目前来说,该病的发病机制和应

对办法仍然不够确定。可大多数专家指出,孤独感以及负面事件

是导致该病出现的主要因素,机体潜意识里面对一种事物出现

恐惧感甚至回避状态,就会使得焦虑症状不断出现,并降低和他

人交流的整体主动性,有些还会产生自我厌弃及折磨情况。因此

为了持续加强临床疗效,帮助患者的整体治疗能够顺利进行,所

以在治疗过程中配合积极完善的护理干预,来帮助病情尽快好

转就非常关键[4]。 

心理状态很容易导致患者的躯体和社会功能发生缺陷,并

降低心理基本的调节功能,从而产生严重的负面情绪。其次,不

良的负面心理还会导致器官和组织功能产生较多的异常表现,

来进一步提高病情复杂度和治疗难度。而以往的常规护理模式

比较单一,还会明显制约临床护理人员自身业务能力和理论知

识的发挥,所以有效提高护理质量和医院的整体实力,帮助患者

能够尽快恢复到一个健康状态就有着非常关键的意义,这也是

未来医护人员所努力的重点方向[5]。表1中,研究组心理情况更

好(P＜0.05),确认认知行为+心理护理共同干预能有效改善机

体的焦虑及抑郁状态。首先,心理护理能够帮助患者尽快地适应

陌生环境,然后建立和谐人际关系,来有效改善其焦虑和抑郁等

负面心理,并提高自身主观能动性,使其主动和疾病进行斗争。而

且在具体的临床护理期间,该护理也会始终贯穿工作的整个全

程,来持续发挥自身效果。认知行为护理指出情绪和行为与患者

认知活动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其中认知属于行为和情感的对

应桥梁,而不良认知和社交恐惧会彼此影响,并持续提高来产生

恶性循环。但是该护理就能够有效处理该恶性循环,会把问题当

作导向,并将认知行为作为前提框架,从而持续帮助患者来改善

自己的负面认知、不良情绪和行为,使其能够尽快恢复一个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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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认知行为。而把以上两种护理予以联合干预,能够发挥各

自的协同效果,从而进一步改善其社交焦虑情况,并缓解负面情

绪[6]。 

表2中,研究组自我效能及生活质量评分更高(P＜0.05),也

能进一步证实联合护理能合理提高其自我效能,改善生活水平。

因为SAD在发病后会严重损害机体的角色功能,造成职业或者学

业处于劣势状态,并降低生活质量,有些还会处于自我禁锢情况,

就要予以及时护理。而新时代的护理理念更加注重把患者当作

核心,来有效改善其身心痛苦,使疾病尽快康复。其中心理护理

能够充分考虑患者自身差异性的实际问题,然后给所有患者都

能够制定一个针对且完善的心理护理,从而保证最终的护理效

果。而且该护理不仅能够独立开展,也能够和其他的护理内容同

步进行[7]。认知行为护理的理论来源为信息加工模式,指出情绪

与行为会严重影响,并决定大众对于某一事物的整体认知。而且

认知过程也属于行为与情感的一个中介表现,且社交恐惧与负

面认知会彼此影响,并加重临床病情。而该护理作为一种能够把

问题当作导向并开展护理的新型模式,对于抑郁、SAD等疾病有

着非常理想的干预效果。而把心理护理予以联合使用,不仅可以

帮助患者用一个乐观积极的态度去适应陌生环境,并建立和谐

的人际关系,还能够有效缓解由于多种因素产生的恐惧和焦虑

情绪,来充分调动自身主观能动性,使其主动的配合临床治疗与

康复。其次,根据饮食指导和合适锻炼等形式,也可以有效加强

机体素质,来使其能够有效抵御疾病,并进一步改善其身心健康

状态,使其能够尽快康复,改善临床症状,从而提高最终的自我

效能和生活质量[8]。 

综上所述,认知行为护理联合心理护理在SAD患者中应用的

效果明显,可以有效改善其心理状态,加强自我效能感,并提高

整体生活质量,应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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