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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疗法与开心沙龙活动在老年抑郁症患者中的应用
分析

田虹 张佳囡 徐芳芳 陈军良

老年抑郁症指年龄超过60 岁的抑郁症，临床主

症有头晕失眠、情绪低落等，威胁患者精神健康与

生活品质[1,2]。心理治疗是老年抑郁症患者主要治疗

策略，包括个体式与团体式两种治疗途径[3]。缅怀

疗法指以系列性怀旧为主题唤起患者的往事记忆，

在减少恶劣心绪方面确见实效[4]。开心沙龙活动是

能明显改善负性情绪的团体疗法之一[5]。本次研究

尝试以缅怀疗法与开心沙龙活动联合应用模式对

老年抑郁症患者施加干预。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22年6 月至2024年6 月就

治于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的老年抑郁症患者

130 例为观察样本，其中男性 61 例、女性 69 例；平

均年龄（68.60±5.19）岁。纳入标准包括：①年龄≥
60 岁；②抑郁症确诊；③接受抗抑郁药疗；排除标准

为：①合并严重躯体病种；②合并其他精神病种；

③沟通或意识障碍。本次研究方案已获医院伦理

委员会审查通过，患者及家属已签署知情同意书。

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130 例老年抑郁症患者分为两

组。试验组65 例，其中男性30 例、女性35 例；年龄

（68.68±5.14）岁；文化教育：小学及以下 34 例、初中

及以上31 例；配偶健在者62 例、离异/丧偶者3 例。

对照组 65 例，其中男性 31 例、女性 34 例；年龄

（68.52±5.27）岁，文化教育：小学及以下 33 例、初中

及以上32 例；配偶健在者60 例、离异/丧偶者5 例。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

＞0.05）。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服用氟伏沙明干预，于睡前

服用，50 mg/d。对照组在此基础上行抑郁常规护

理；试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缅怀疗法与开心沙

龙活动干预。缅怀疗法具体包括：①主题拟定：结

合老年抑郁症患者护患访谈结果，拟定缅怀主题

为：老歌回忆，老电影分享，我的兴趣爱好等。②实

施时间：由受过培训的 5名精神科责任护士交替主

持干预活动，每周干预 1 次，干预 6 周。③干预步

骤：回顾上次缅怀主题并引出本次主题，观看主题

视频，开放式提问引领患者做出讲述，随后依患者

讲述内容营造良好的氛围，最后引导患者描述此次

活动的体验等并对其做出疗效评价。④干预注意

事宜：于私密性良好的科室健康宣教室中开展缅怀

疗法，使每位参与者皆有面对面沟通机会，责任护

士以良好互动方式引领参与者完成回忆－讲述－

感悟过程。开心沙龙活动由受过培训的2名精神科

专科护士组织实施。每周 1 个主题，干预 7 周。开

心沙龙活动内容为：①快乐相识：引领参与者进行

自我介绍，表述不良心绪的负面影响。②认知情

绪：引领参与者正确认知负面情绪，了解自我情绪

管理的价值。③应对能力获取：参与者彼此分享负

面情绪应对技巧，攻克消极思维模式。④问题解

决技巧：认知解决问题的重要性，形成问题解决方

案。⑤睡眠保健：描述自身睡眠困扰，定制睡眠保

健个案方案。⑥健康生活行为模式：传递快乐运

动知识，确认健康的生活行为模式。⑦快乐分享：

巩固坏情绪管理技巧，发展正向应对模式与快乐期

待模式。

1.3 评价方法 ①希望水平：采用Herth希望量表测

评，总分 12～48 分，分值愈高提示希望水平愈高。

②抑郁水平：采用老年抑郁量表测评，总分计30 分，

分值愈高提示抑郁度愈显著。③生活满意度：采用

生活满意度指数量测评，总分为 20 分，0～5 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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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生活不满意；6～10 分：对现有生活较不满意；

11～15 分：对现有生活较为满意；16～20 分：对现

有生活很满意。④护理满意度：对患者进行调查，

分为满意和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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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间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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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两组干预前后希望水平、抑郁水平和生活满意

度比较见表1
表1 两组干预前后希望水平、抑郁水平和生活满意度比较/分
组别

试验组

对照组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希望水平

24.55±1.77
34.73±1.66*#

25.20±1.77
28.80±1.91*

抑郁水平

15.95±1.40
11.20±1.26*#

16.00±1.38
13.10±1.26*

生活满意度

8.80±0.76
16.05±1.40*#

8.85±0.86
10.08±1.38*

注：*：与同组干预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干预后比较，P

＜0.05。
由表 1可见，干预前，两组患者的希望、抑郁水

平和生活满意度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

分别=1.64、0.16、0.28，P均＞0.05）；干预后，两组希

望水平和生活满意度评分提高，抑郁水平降低（t分

别=26.53、15.95、28.78、8.74、-9.82、-4.78，P均＜

0.05），且试验组希望水平和生活满意度评分高于对

照组，抑郁水平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分别=14.82、6.74、-19.21，P均＜0.05）。
2.2 两组干预后护理满意率比较 干预后，试验

组护理满意率 96.92%（63/65）高于对照组 84.62%
（55/6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88，P＜0.05）。
3 讨论

老年人群常常伴有慢性躯体疾病，抑郁症的药

物治疗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

施以合适的护理干预，对改善老年抑郁症患者的抑

郁症状，防止其产生自杀倾向，提高老年抑郁症患

者的精神状态和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缅怀疗法为老年抑郁症患者构建团体怀旧环

境，患者易于在同质化团体中感知共情支持，构建

互为理解、认可、帮助的关系。研究表明，缅怀疗法

可降低老年人的抑郁情绪，缓解其孤独感，同时改

善老年抑郁症患者的心理状态，提高其幸福感。认

知行为疗法能够纠正患者的不良认知与负性情绪，

帮助其培养积极的思维[6]。开心沙龙活动在认知行

为疗法的基础上，改善老年抑郁症患者的睡眠质

量，引导其构建适用于自身健康管理的饮食与运动

模式[7]。本次研究显示，试验组患者干预后生活满

意度评分及护理满意率高于对照组（P均＜0.05），表
明缅怀疗法与开心沙龙活动的联合应用可起到协

同增效作用，实现希望水平提高目标，发挥改善抑

郁情绪之效。缅怀疗法能刺激老年抑郁症患者的

大脑皮层，使得其下的核团交互活动增强，提高神

经细胞的兴奋性，提高其心理状态及与社会互通的

积极性。开心俱乐部等沙龙活动能有效缓解患者

的抑郁情绪，老年抑郁症患者对此类活动的需求程

度较高[7]。缅怀疗法注重于既往经历中重建人生价

值，开心沙龙活动着眼于未来美好生活的期待，二

者联用，将正向积极信息贯穿于老年抑郁症患者既

往与未来，融治疗与社会活动为一体，集个案关注

与团体干预为一体，简单易行，无额外治疗花费，获

得老年抑郁症患者高度接纳与认可。

综上所述，缅怀疗法与开心沙龙活动能够有效

地改善老年抑郁症患者的病情，帮助其构建积极的

心理状态，提高生活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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