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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主题简介

强迫及相关障碍是一类常见的心理障

碍，患者常常感到无法控制的强迫思

维和行为，这些症状会对患者的日常

生活和工作造成严重影响。

护理是帮助患者应对强迫及相关障碍

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提供心理支持

和行为疗法，可以帮助患者缓解症状、

提高生活质量。



    

患者护理的重要性

提高生活质量

通过有效的护理，患者可以学会应对

强迫思维和行为的方法，减少症状对

日常生活的影响，提高生活质量。

促进心理康复

护理可以帮助患者调整心态，增强自

信心，促进心理康复，使患者更好地

融入社会。

预防复发

通过持续的护理，患者可以巩固治疗

效果，降低复发风险，保持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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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迫及相关障碍的概述



定义
强迫及相关障碍是一组以强迫思维和强迫行为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精神疾病。患

者常常感到无法控制自己的想法和行为，导致明显的焦虑和痛苦。

分类
根据DSM-5诊断标准，强迫及相关障碍主要包括强迫症（OCD）、身体变形障

碍（BDD）、囤积障碍（CD）等。

定义与分类



强迫思维 强迫行为 身体变形障碍 囤积障碍

症状与表现

01 02 03 04

反复出现、无法摆脱的强迫性

想法、恐惧或冲动，如担心污

染、害怕伤害自己或他人等。

为了减轻焦虑而采取的重复性

行为或仪式，如反复洗手、检

查门窗是否关好等。

过度关注自己身体的某一部分

，认为它有缺陷或异常，并为

此感到焦虑和痛苦。

无法丢弃无用的物品，导致家

中堆积如山，严重影响生活和

健康。



遗传因素

研究表明，强迫及相关障碍具有一定的遗传倾向，家族中有患病者的人群患病风险较高。

环境因素

生活事件、应激反应、创伤经历等环境因素也可能诱发或加重强迫及相关障碍的症状。

神经生物学因素

研究表明，大脑某些区域的神经递质平衡被打破，可能导致强迫及相关障碍的发生。例如，

5-羟色胺和多巴胺等神经递质的失衡可能与疾病症状有关。

病因与病理机制



03

患者护理的方法与策略



药物治疗是强迫及相关障
碍的重要治疗手段，但需
遵循安全、有效、个性化
的原则。

药物治疗原则 药物选择 药物治疗监测

根据患者的症状严重程度、
病因及个体差异，选择合
适的抗抑郁药、抗焦虑药
或抗精神病药物。

在治疗过程中，密切监测
患者的药物反应，及时调
整剂量或更换药物，以降
低不良反应的发生率。

030201

药物治疗护理



心理治疗是针对强迫及相关障碍
的有效手段，需遵循科学、系统、

个性化的原则。

心理治疗原则
采用认知行为疗法、暴露疗法、森
田疗法等心理治疗方法，帮助患者
调整不良认知模式，减轻焦虑和强
迫症状。

心理治疗方法

在治疗过程中，关注患者的心理变
化，鼓励患者积极参与治疗，提高
治疗的依从性和效果。

心理治疗过程管理

心理治疗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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