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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障碍基本概念与分类



定义

特点

情绪障碍定义及特点

情绪障碍，亦称“情感障碍”或“心境障碍”，是指正常情感反

应的夸张、混乱和减退。

情绪障碍患者表现为情感反应的强烈程度、持续时间与所处环境

不相符，影响个体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功能。



以显著而持久的情感低落为主要表现，伴有兴趣缺乏、快
感缺失等。患者常诉说“心情不好，高兴不起来”，严重
者悲观绝望，有度日如年、生不如死之感。

抑郁症

以情感高涨或易激惹为主要表现，伴随精力旺盛、言语增
多、活动增多，严重时伴有幻觉、妄想、紧张症状等精神
病性症状。

躁狂症

指既有躁狂发作又有抑郁发作的一类疾病，临床表现按照
发作特点可以分为抑郁发作、躁狂发作或混合发作。

双相情感障碍

常见类型与临床表现



根据《国际疾病分类》和《美国

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等诊

断标准，结合患者的临床表现、

病程及严重程度进行综合判断。

诊断标准

包括临床晤谈、心理测评（如自

评量表、他评量表等）和躯体检

查等，以全面了解患者的病情和

评估治疗效果。

评估方法

诊断标准及评估方法



影响因素
包括生物因素（如遗传、神经递质等）、心理因素（如人格特质、应激性生活

事件等）和社会因素（如家庭环境、社会支持等）。

风险因素
具有家族遗传史、童年期创伤经历、长期慢性压力等人群更易患情绪障碍。此

外，某些躯体疾病（如内分泌疾病、脑血管疾病等）也可能导致情绪障碍的发

生。

影响因素与风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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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障碍概述及挑zhan



护理障碍是指在情绪障碍患者的护理过程中，由于患者特定的情

绪状态和行为表现，导致护理工作难以正常进行或达到预期效果

的现象。

背景：情绪障碍患者常伴有焦虑、抑郁、躁狂等情绪波动，这些

情绪状态会影响患者的认知、行为和社交能力，从而给护理工作

带来挑zhan。

护理障碍定义及背景



沟通困难

依从性差

社交障碍

患者可能因情绪波动而表现出言语不清、反应迟钝

或抵触沟通等行为，导致医护人员难以准确了解患

者需求和状况。

由于情绪不稳定，患者可能不遵守医嘱，拒绝接受

治疗或护理，甚至产生自伤、自sha等危险行为。

情绪障碍患者可能伴有社交恐惧或回避行为，难以

与医护人员和其他患者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影响

康复进程。

患者在护理中面临问题



80% 80%
100%

医护人员应对难点分析

部分医护人员对情绪障碍的认知
和护理技能有限，难以有效应对
患者的情绪问题和行为表现。

长期面对情绪障碍患者的医护人
员可能承受较大的心理压力和负
担，导致工作满意度降低、职业
倦怠等问题。

医护团队内部若缺乏有效的沟通
与协作机制，可能导致对患者的
护理方案不一致、执行不力等问
题。

专业知识与技能不足
心理压力与负担

团队协作与沟通不畅



zheng策法规
国家和地方zheng府需制定和完善针对情绪障碍患者的护理zheng策和法规，保

障患者的合法权益和护理质量。

伦理道德要求

医护人员在护理过程中应遵循医学伦理和职业道德要求，尊重患者的人格尊严和

隐私权，保护患者的信息安全和身心健康。同时，医护人员还应积极关注患者的

心理需求和社会支持网络，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护理服务。

政策法规与伦理道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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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障碍患者心理需求识别与满足策略



该理论将人类需求从低到高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

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个层次。情绪障碍患者的

心理需求也可以参考这一框架进行理解和满足。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基础上，情绪障碍患者可能更加关

注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和尊重需求。他们可能因情绪波动、

自我价值感降低等因素，对这些需求有更高的渴望。

情绪障碍患者的特殊需求

心理需求层次理论介绍



急性期01
在情绪障碍急性发作期，患者可能处于极度的焦虑、抑郁或愤怒状态，

此时他们的心理需求主要集中在安全需求和社交需求上，如寻求安慰、

理解和支持。

缓解期02
随着治疗的进行，患者的情绪状态可能逐渐缓解，此时他们的心理需求

可能转向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如希望获得他人的认可和尊重，以

及实现自我价值。

康复期03
在康复阶段，患者逐渐适应社会和生活，他们的心理需求可能更加多元

化和深层次化，如追求更高层次的社交互动、自我成长和幸福感等。

不同阶段心理需求变化特点



倾听与理解

尊重与接纳

积极关注与支持

有效沟通技巧建立信任关系

尊重患者的个性和经历，接纳

他们的情绪反应和行为表现，

避免使用指责或批评的语言。

给予患者积极的关注和支持，

让他们感受到被关心和被重视，

从而增强信任感和安全感。

与患者沟通时，要保持耐心和

关注，认真倾听他们的诉求和

感受，并通过反馈和澄清来确

保理解准确。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515330220231012012

https://d.book118.com/51533022023101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