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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咨询实施心理危机干预对疾病的影响

刘筱琴

"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急诊部
"

!"""+!

$

""

摘
"

要"目的
"

通过门诊咨询对患者实施心理危机干预!分析对其心理状态&治疗效果的影响%方法
"

对
#)

例患者采用危机

干预模式
0

步法进行心理干预!对其干预前&后症状自评量表"

&'O5,"

$的评分进行比较%结果
"

干预前&后心理变化分析比较显

示!干预后症状自评量表较干预前明显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

"/"-

$%结论
"

对患者实施心理危机干预!能有效地使患者

获得生理&心理上的安全感!缓解由疾病引发的强烈恐惧&焦虑&震惊或悲伤情绪!恢复心理的平衡状态%

关键词"危机干预'

"

肝炎!乙型'

"

门诊咨询'

"

心理冲突'

"

心理测评'

"

携带者

!"#

!

+"/#,0,

"

1

/2334/+0$#5!+#"/)"++/++/"-#

文献标识码"

S

文章编号"

+0$#5!+#"

"

)"++

$

++5+)!*5")

""

危机干预是一种通过调动处于危机之中的个体自身潜能#

来重新建立或恢复危机暴发前的心理平衡状态的心理咨询和

治疗技术(

+

)

'为了进行有效的心理危机干预#必须了解人们在

生病状态下有哪些心理需要'在患病前期#人们会更关心个人

基本的生存问题#如疾病的严重性*能否治愈*有无传染等&会

表现惊慌*无助*逃避*退化*恐惧等行为&想吐露自己对生病突

发事件的内心感受&渴望生活能够尽快安定#恢复到正常状态&

希望得到他人情感的理解与支持等'作者在门诊咨询中应用

心理危机干预#取得了一定效果#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
)

"

+"

月来本院就诊的患者
#)

例均

有不同心理问题且突然患难以治愈乙型肝炎#将其进行心理危

机干预#并将干预前*后作比较'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岁'病史小于
+

年
+#

例#

*

+

"&

-

年
$

例#

*

-

年
+)

例'文化程度!高中及高中以下
+!

例#大学及大

学以上
+*

例'

@/A

"

测评方法

@/A/@

"

心理测验工具
"

应用症状自评量表$

&'O5,"

%进行比

较(

)

)

'心理健康症状自评量表具有容量大*反映症状丰富*更

能准确刻画被试的自觉症状等特点#其包含较广泛的精神病症

状#从感觉*情绪*思维*行为直至生活习惯*人际关系等均有

涉及'

@/A/A

"

调查方法
"

评定干预前
+

周的情况#干预后
)

"

0

周再

评定#说明测量的目的#让其独立完成'不带任何暗示和偏向

地把问题告知患者#根据其选择进行评定'量表采取
+

"

-

分

的
-

级评分标准#量表中,轻*中*重-的具体涵义应该由自评者

去体会#不必做硬性规定'

@/A/B

"

心理干预步骤和方法
"

危机干预模式
0

步法#即确定

问题&保证患者安全&进行沟通#积极*无条件地接纳患者&提出

并验证可变通的应对方式&制定计划&获得承诺(

#

)

'

@/B

"

统计学处理
"

经
&X&&*/"

软件处理和
9

检验后#

3

&

"/"-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结
""

果

门诊患者心理干预前*后
&'O5,"

各因子评分比较#见

表
+

'

表
+

""

心理干预前#后
&'O5,"

各因子评分比较$分(

Fg>

%

组别 躯体化 强迫 人际关系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阳性项目数

干预前
+/-*g"/-# +/0$g"/00 +/$0g"/0* +/$#g"/$) +/$)g"/0* +/0-g"/0+ +/#-g"/-+ +/00g"/0) +/#,g"/-0 #*/-0g)$/0#

干预后
+/#-g"/!# +/0+g"/-# +/-,g"/!0 +/0#g"/0! +/#*g"/#, +/--g"/-0 +/)0g"/!" +/!#g"/-* +/#+g"/!! )*/#!g+,/!

常规模式
+/#$g"/!* +/0)g"/-* +/0-g"/-+ +/-"g"/-, +/#,g"/!# +/!*g"/-0 +/)#g"/!+ +/!#g"/-$ +/),g"/!) )!/,)g+*/!+

B

"

讨
""

论

心理危机是指个体认为某一事件或境遇是个人的资源和

应付机制所无法解决的困难#如不及时缓解#会导致情感*认知

和行为方面的功能失调(

#

)

'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成

为难以治愈的乙肝病毒携带者#遭受巨大的生理*心理打击#表

现为一系列与应激有关的生理*心理*行为上的变化'有
+*

例

生理上出现冒冷汗*恶心呕吐*肌肉震颤*血压升高*头晕头痛*

心跳加快*呼吸困难等&

+#

例认知上出现思维混乱*敏感猜疑*

迷茫*记忆力下降*思维不集中*思考理解困难*自我评价减低&

#)

例均在情绪上出现疲乏*悲痛*激动*焦虑*愤怒*失眠*噩

梦#甚至情绪失控&

)-

例行为上则表现为攻击*退缩*坐立不

安*举止不协调*口味改变*拒食或暴饮暴食*大量饮酒或服药

等&有
#

例患者出现精神崩溃*自伤或自杀倾向'长时间的应

激会使机体的适应能力受到损害#加重病情'心理干预拓宽了

心理护理的广度与深度#比一般心理护理需要更多层次沟通交

流内容与时间#通过有效地沟通交流及人际互动#使对方获得

能量和信心(

-

)

#帮助患者走出心理阴影#重建心理防卫机制#面

对疾病和人生#对治疗疾病起到直接作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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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

例乙肝病毒携带者均存在各种心理问题#乙肝患者的

&'O5,"

测试与常规模式比较#主要表现在躯体化*人际关系*

抑郁*焦虑和敌对
0

个因子得分明显#其中躯体化症状的改善

与治疗效果直接相关'通过真诚*耐心地倾听#尽快获得患者

的信任#与患者建立良好关系'在乙肝患者对乙肝疾病的认知

方面#约有
+

"

#

的患者不了解乙肝致病的根本原因是乙肝病毒

持续复制'

-".

的患者错误地认为#共同进餐及其他唾液传播

方式会感染乙肝#同时#

#-.

的患者甚至认为乙肝是可以治愈

的#反映出很多患者对于乙肝的致病原因*传播途径和慢性化

的认识上存在严重误区'这些认知的误区不仅仅存在于患者

方面#事实上#它也是当前社会上存在的乙肝歧视现象的根源'

本调查显示#

!0.

的患者担心单位发现其患有乙肝后会失去工

作#

!#.

的患者在被诊断为乙肝后经常缺勤#担心疾病会立即

危及生命&担心患病会影响工作*婚姻等#患者出现反应性焦

虑'根据以上问题#咨询者应细心观察#协助作出恰当的反应

和决定#对患者的健康状况进行全面评估#与患者一起协商解

决问题的方法#制定出相应的心理支持方案'

B/A

"

咨询者以和蔼的态度与患者进行沟通#善于换位思考#让

患者把心中的不安*焦虑和恐惧倾吐出来'同时给他们讲解疾

病的相关知识#让患者能够正确对待疾病#以熟练*细致的操作

技能#有效的护理活动#给予鼓励疏导#使
)"

例患者减轻或摆

脱其恐惧情绪'根据文化层次不同#患者表现的情绪不同#向

其介绍应激的知识点也有所不同#使其明确目前自身表现出的

各种症状是可以用科学知识解释的#是合理的情感反应#有
+)

例患者减轻了自责和担忧'咨询者不对其当前的感受予以评

价和指责#责无旁贷地为患者提供心理支持#增强患者应对心

理危机的信心'尽可能把患者的生理*心理危险程度降到最

低#并作为贯穿于整个干预过程的首要目标#保证患者安全'

B/B

"

不同文化层次的人对健康*疾病*治疗*护理*保健*照顾

的认识和需求不同#选择时机遵守个体化原则#根据不同特点#

选择沟通技巧(

0

)

#提高沟通效果'只要选择时机遵守个体化原

则#就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

)

'运用倾听技术帮助患者宣

泄#消除疑虑#善于发现患者及其家庭的优势#给予积极关注#

引导患者拥有正性价值观#充分调动社会支持系统的作用'最

终#

#)

例患者减轻负性思维#减轻焦虑情绪#达到帮助重建适

应性行为*恢复常态的良好心理目标'

B/C

"

提出并验证可变通的应对方式#应对方式是个体处理应

激的可利用的一种内部资源#不同的应对方式可降低或增加应

激反应水平(

*

)

'帮助患者了解更多解决问题的方式和途径#开

发和扩大可以利用的内*外部应对资源'对外开发社会支持资

源#尽快摸清危机者各种社会关系#调动其家庭成员*朋友*同

事等给予尽可能多的关心和帮助'在乙肝对患者的影响方面#

有
0".

的患者在得知自己患病后#原先的生活习惯被彻底改

变'分别有
-0.

和
-,.

的患者认为#乙肝对自己与子女的关

系*自己与伴侣的关系产生了严重影响#使其不能正常承担家

庭中的角色'同时#由于担心自己会发展成肝癌#很多患者的

心理状况也受到了严重影响'重点强化家庭支持能力#和患者

共同面对问题#

+!

例患者减轻了孤独*无助和恐惧的心理#最

终正确处理其境遇'

B/D

"

通过观察*聆听*交谈等方式#找出干预问题#制定干预措

施和计划#选择心理支持*家庭支持*认知
5

行为疗法*呼吸调节

法*放松训练法*音乐疗法等不同的干预措施(

,

)

'效果评价贯

穿于整个干预过程#为患者愈后重新适应社会做好准备'干预

活动过程中#双方的关系必须是协作式的'应充分考虑患者的

自控能力和自主性#督促患者自己确定康复的时间和内容#制

定行动计划'鼓励其在实际环境中采取有计划*有步骤的行

动#克服情绪失衡状态#改变歪曲的认知方式和行为#放弃无效

的方法#坚持有效的行动#减少对咨询者的依赖#逐步走出

危机'

B/H

"

支持患者的同时#用理解*同情*建设性的方式去询问*检

查*核实计划实施的情况#从患者那里得到明确的承诺'让患

者懂得不良性格会加重病情#影响疾病的治疗及预后#指导患

者自觉地克服不良心理#保持良好心理状态#密切配合治疗及

护理#取得满意疗效'表
+

显示#通过针对性的心理干预#患者

强迫*敌对*偏执等行为问题得到缓解#而抑郁*焦虑等情绪问

题虽仍存在#但是评分较干预前下降#患者的身心状况明显改

善#提高了生活质量#对战胜疾病充满信心'

本研究显示#因获悉患上乙型肝炎而出现心理危机的患

者#积极的心理干预在减轻症状其心理应激是有效的'发挥咨

询者在心理危机干预中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减少因角色和疾病

的改变造成的伤害#提高患者的生命质量'同时也体会到#危

机干预不仅仅是一次谈话或做一次心理治疗#它强调多维性#

是一个系统工程'在危机从暴发到缓解或解决的整个过程中#

对患者的心理状况进行评估是危机干预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

进行干预的前提条件'因此#评估必须始终贯穿于危机干预的

全过程#从而了解干预系统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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