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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障碍科

·全科护理·

生活沟通情境与留白绘画填充双联训练模式对双相
情感障碍患者的影响分析

杨晓妍 陈莹 余静

双相情感障碍属于情感性精神病种序列，以积

极举措减轻临床症状、促其康复实有必要。留白绘

画填充疗法指要求患者于相应留白区内进行一定

色彩填充的绘画治疗技术 [1]，生活沟通情境模拟训

练指以多种形式向患者进行生活沟通情境的模拟

再现，使之于类实境状态下进行人际交往学习与训

练的干预方式[2]。本次研究尝试采用生活沟通情境

与留白绘画填充双联训练模式对双相情感障碍患

者施加干预。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择取2020年5 月至2021年4 月入

住于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90 例双相情感障碍病例，

其中男性 49 例、女性 41 例；年龄 26～38 岁，平均

年龄（32.60±4.67）岁；学历：初中及以下 31 例、高中

及以上 59 例。纳入标准：双相情感障碍确诊，缓解

期，沟通正常，知情同意；排除标准：躯体严重病种，

依从性不佳，无法配合，拒绝参与，并存其它类型精

神疾患。本次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通过。

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试验组 45 例和对照组

45 例。试验组中男性 24 例、女性 21 例；平均年龄

（32.68±4.62）岁；初中及以下 16 例、高中及以上

29 例；对照组中男性 25 例、女性 20 例；平均年龄

（32.55±4.71）岁；初中及以下 15 例、高中及以上

30 例。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双相情感障碍常规护理法

施加照护，包括用药管理、情绪纾解、健康指导、日

常照护等。试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生活沟通

情境与留白绘画填充双联训练模式干预。具体实

施方式为：①生活沟通情境训练：创设多种生活沟

通情境，助力双相情感障碍者于不同诉求驱动下在

各类仿真情境中完成生活沟通技术训练，学会不同

情境、不同事件问题的得宜处置应对方式，注意观

察患者情境训练过程中整体状态，按需行引导、支

持、协助。以双相情感障碍者具体学习训练进度

与成果，激励其尝试真实参与至社会生活沟通中，

应对得宜者以肯定表扬实现阳性强化，应对不当

者委婉纠偏、耐心指导、推动进步。每次训练为时

30 min，每周训练 3 次，连续训练 12 周。②留白绘

画填充训练：初始训练期可选择简单图案、颜色单

一的画作，引领双相情感障碍者按自己的喜好选

择留白填充绘画作品，责任护士在旁静静观察，按

需进行指导。后续逐步提升填充难度，鼓励患者

按其对画作的理解及自身喜好选择颜料完成留白

区填充，高难度画作鼓励患者组队协作完成，绘画

任务完成后，护士组织全员参与者进行优秀作品

评选，引领患者充分表述其优秀画作评定的理由。

每次训练为时 30 min，每周训练 3 次，连续训练

12 周。

1.3 评价方法 比较两组干预前后的相关评分。

包括：①以汉密顿抑郁量表、杨氏躁狂量表为工具

行抑郁、躁狂程度测评；②以韦氏成人智力测试量

表第四版为工具行相应测评；③以社会功能缺陷筛

选量表为工具行相应测评。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3.0统计学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

用 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设P＜0.05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两组抑郁、躁狂、智力以及社会功能评分比

较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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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抑郁、躁狂、智力以及社会功能评分比较/分
组别

试验组

对照组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抑郁评分

13.02±0.92
7.91±1.04*

13.04±0.85
10.44±1.24

躁狂评分

4.36±0.57
2.40±0.54*
4.31±0.51
4.73±0.62

智力评分

102.44±1.54
110.40±1.81*
102.00±1.28
103.42±0.84

社会功能评分

10.60±0.99
4.09±1.43*

10.44±1.03
6.60±1.10

注：*：与对照组干预后比较，P＜0.05。
由表 1可见，两组干预前在抑郁、躁狂、智力以

及社会功能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分别=
-0.12、0.39、1.49、0.73，P均＞0.05）。干预后，试验

组抑郁评分、躁狂评分低于对照组，智力评分高于

对照组，社会功能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t分别=-10.52、-19.08、23.42、-9.36，P均＜

0.05）。
3 讨论

双相情感障碍发病率占据心理障碍疾病序列

的第二位，且呈发病率趋高、发病龄趋低态势，成为

青少群体心理健康水平下降的主要成因之一，药疗

干预虽具备一定的双相情感障碍者症状改善之效，

但该类患者会于病程中出现程度不等认知障碍问

题，对其社会功能、日常生活品质皆形成较高负效

应影响。该类心理障碍病种病因不明且诱发因素

复杂多变，环境因子、遗传因子是具备较高权重的

双相情感障碍影响因素，故有必要重视并助力该类

护理对象不同情境下的心理疏导干预，以利其病情

趋稳。

生活沟通情境训练按照生活沟通情境训练价

值构建－训练知识传授－模拟情境训练－实境应

用训练的护理顺序，合理推动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生

活沟通技巧经验的自然获取与实践应用进程，逐步

增进其社会人际交往自信度，促升其社会回归努力

意愿与最终回归成果。留白填充绘画训练的应用，

将色彩分辩、选择及颜色填充等纳入训练内容，并

个性化、渐进式增加训练难度，一则可促升患者认

知功能，二则可利用患者留白填充作画时的专注度

训练转移其不良心境注意力，三则可利用小组协作

作画攻克患者社交排斥问题，四则可利用艺术创作

过程使患者感悟成就与价值，接受美学熏陶，起到

潜移默化式心境改善效应，加强其自我接纳意识，

发挥积极的药疗辅助作用。生活沟通情境训练与

留白填充绘画训练可从实践维度与艺术维度分别

发挥较佳的病情改善作用，二者的联用有叠加增效

价值，故护理成效较佳。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试验

组干预后抑郁评分、躁狂评分低于对照组，智力评

分高于对照组，社会功能评分低于对照组（P均＜

0.05），表明生活沟通情境与留白绘画填充双联训练

模式的应用，利于减轻双相情感障碍患者抑郁、躁

狂程度，促升其智力水平与社会功能，与刘青梅等[3]

取得了一致性研究意见。

综上所述，采用生活沟通情境与留白绘画填充

双联训练模式对双相情感障碍患者施加干预，可改

善其情感障碍程度、智力水平与社会功能，有一定

实用可行性推广价值。本次研究在样本量、双盲法

等方面存在一定缺陷，今后争取于扩充样本量、更

周密研究方案下就本次研究成果做出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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