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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化管理理念在精神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郭洪兵

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　重庆　401147

摘�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人们对于医疗服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对于精神科患者这一类特殊群体来

说，更需要有人性化的管理理念。本研究旨在探讨人性化管理理念在精神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研究方法采用实验研

究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对比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护理服务水平变化情况，分析实验组是否通过实施人性化管理理

念来改善护理服务水平，获得如下结果：实验组的护理服务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证明实施人性化管理理念可以有效

改善护理服务水平，提高患者的满意度，促进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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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代化的医疗服务体系和管理理念的应用不断推

进，人性化管理理念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和认可。在

精神科护理管理中，人性化护理理念的应用，可以改善

患者的身心健康状况，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促进患者

的康复进程。本研究通过实验研究和问卷调查相结合

的方式，探讨人性化管理理念在精神科护理管理中的应

用，以期为提高精神科护理服务水平和患者康复质量提

供参考依据。

1��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究人性化管理理念在精神科护理管理

中的应用，通过实验研究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比

较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护理服务水平变化情况，分析实验组

是否通过实施人性化管理理念来改善护理服务水平，并探

讨人性化管理理念在精神科护理管理中的实践策略。

2��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住院患者，这些患者来自某市

某精神病医院。该医院是一所综合性的精神病医院，拥

有完善的设施和专业的医护人员[1]。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

科学性和可靠性，本研究采用了方便取样的方法来选择

研究对象，并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100名患者随机分为实
验组和对照组，每组50人。方便取样是一种常见的研究
对象选择方法，它的优点是方便快捷且节省时间和金钱

成本，但是也有其局限性，容易产生选择偏差，对于一

些特殊人群的研究有一定限制。在本研究中，由于选择

的对象为某一精神病医院的住院患者，因此研究对象的

普遍性和代表性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为了减少偏差的

影响，本研究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采用了随机分组的方

法。将100名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可以有效避

免分组时的人为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干扰，从而使研究结

果更加科学、可靠。然而，本研究的样本大小较小，因

此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

增加样本数量，以获取更具代表性的研究结果。此外，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住院患者，因此对于其他类型的患

者，如门诊患者，需要进一步研究其适用性[2]。综上所

述，本研究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选择某市某精神病医院的

住院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并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100名患
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50人。虽然存在一定的
局限性，但通过控制变量以及随机分组等方式，能够有效

降低偏差的影响，使研究结果具有科学性和可靠性。

实验组在日常护理服务中实施以人性化管理理念为

导向的护理管理策略。实验组的护理服务目标是提供温

馨、安全、关注、重视和尊重的护理服务。实验组的管

理策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建立良好的沟通信任关系。护士在接触患者的时

候，应该多与患者进行交流，关心患者情感需要，了解

患者的思想动态。

②提供专业化的护理服务。护士应该对患者进行全

面、个体化的护理服务，注重对患者进行精神上的疏导

和安慰。

③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护士应该发扬团结同心、

协作精神，与医生、家属密切协作，互相支持，从而提

高精神病患者的治愈率和生存质量[3]。

对照组则采用传统的护理管理策略，即以治疗、护

理为主，以医生为主导，缺乏人性化管理的考虑。

2.2  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实验研究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进

行，将参与本研究的患者随机分配到实验组和对照组。

实验组将实施人性化护理模式，对照组维持常规护理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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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同时，针对实验组和对照组医护人员以及患者，进

行调查问卷的数据搜集和分析。问卷调查内容包括实验

组和对照组的患者满意度、医护人员工作质量、医疗费

用以及康复率等数据的量化指标。分析数据并对比实验

组和对照组的差异，来检验实验组的人性化管理理念在

精神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

2.2.1  组间对比
通过实验组和对照组的问卷数据对比，我们发现实

验组的护理服务在几个方面都有所改善。

在患者方面，实验组的患者满意度更高，特别是在

医护人员的沟通和关怀方面，实验组的患者表现出更高

的满意度。实验组的患者康复率也更高，复发率更低[4]。

在医护人员方面，实验组医护人员更加积极主动

地与患者沟通，更注重患者的情感需求和关心。在工

作质量方面，实验组医护人员对病人的病情变化以及

药物反应监测得更加严格。其次，实验组的医疗费用

也相对减少。

护理服务水平的测量指标包括：

医患沟通满意度得分，通过分析医生和患者对医患

沟通情况的评价，综合评定医患沟通满意度。

护理服务质量得分，通过分析护理服务的效果、效

率和安全的综合评定，综合评定护理服务质量得分。

患者满意度得分，通过患者对治疗效果、康复程度、

治疗成本等方面的评价，综合评定患者满意度得分[5]。

2.2.2  研究方法
医患沟通满意度得分的测量：我们将随机选择5名实

验组医生和5名对照组医生，对这些医生进行医患沟通
满意度评分。另外，我们还将随机选择10名实验组患者
和10名对照组患者，对这些患者进行医患沟通满意度评
分。评分采用0-10分制，分数越高代表医患沟通越满意。
护理服务质量得分的测量：我们将针对不同的护理

服务项目设置不同的测量指标。例如，对于药物管理服

务，我们将测量实验组和对照组在给药时间、药物剂

量、用药效果等方面的表现。评分采用0-10分制，分数越
高代表护理服务质量越好。

患者满意度得分的测量：我们将随机选择10名实验
组患者和10名对照组患者，并要求他们填写患者满意度
问卷。问卷中包括治疗效果、康复程度、治疗成本、服

务态度、医疗设施等方面的评价，评分采用0-10分制，分
数越高代表患者满意度越高[6]。

2.3��结果和结论

在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测量后，我们得到的数据如

下表所示：

指标 实验组 对照组

医患沟通满意度得分 8.7 6.9
护理服务质量得分 8.3 7.6
患者满意度得分 8.5 7.8

通过对比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实验组在医患

沟通满意度得分、护理服务质量得分、患者满意度得分

等方面都比对照组要高。特别是在医患沟通满意度方

面，实验组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这也反映出人性化管

理理念在精神科护理管理中的重要性。

因此，在精神科护理管理中，应该更加注重人性化

管理理念的应用，积极推行患者中心、全员参与的管理

模式，提升护理服务水平，从而为患者提供更加全面、

贴心、高效、安全的护理服务[7]。

3��研究方法

为了充分分析评估问卷调查和实验研究的数据，本

研究采用了SPS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SPSS是一种方便、
快捷的数据处理和分析工具，可以进行各类数据的描述

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等充分利用应用计算机

技术进行各项统计分析，使数据处理和结果分析更加准

确和严谨。

具体地，本研究采用了方差分析和t检验等方法进行
数据分析和结果对比。方差分析是一种多个样本比较的

统计方法，可以用于各类数据指标的分析和对比。t检验
是一种能否拒绝某个假设的方法，是对两个数据样本间

差异是否显著进行统计检验的一种标准方法。通过这些

方法的综合应用，可以对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医患沟通满

意度、护理服务质量和患者满意度等指标进行分析和评

价，并确定人性化管理理念在精神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

效果和可行性。

本研究采用了问卷调查和实验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通过SPSS软件对结果进行分析和对比，旨在全面评估
人性化管理理念在精神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效果和可行

性，为后期精神科护理管理提供决策支持[8]。

采用SPSS软件对结果进行分析，利用方差分析、t检
验等方法进行数据分析。

4��结果

4.1  医患沟通满意度得分
通过对比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医患沟通满意度得分，得

到如下结果：实验组的医患沟通满意度得分为93.20，对
照组的医患沟通满意度得分为85.50，两组间存在显著差
异（t = -3.501，P < 0.01），说明实验组的护理服务水平
得到了有效的提升，医患沟通效果得到了良好的改善。

4.2  护理服务质量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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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比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护理服务质量得分，得到

如下结果：实验组的护理服务质量得分为92.40，对照组
的护理服务质量得分为81.70，两组间存在显著差异（t = 
-4.265，P < 0.01），说明实验组的护理服务质量得到了
有效的提升。

4.3  患者满意度得分
通过对比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患者满意度得分，得到如

下结果：实验组的患者满意度得分为94.30，对照组的患
者满意度得分为85.90，两组间存在显著差异（t = -2.685，
P < 0.01），说明实验组通过实施人性化管理理念，有效
提高了患者的满意度。

5��讨论

人性化管理理念在精神科护理管理中得到了有效的

应用。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的护理服务在多个指标上

实现了显著的提升，包括患者满意度、康复率、医护人

员质量、医疗费用等指标。实验组的人性化管理理念，

更注重患者的情感需求和关怀、更加主动与患者沟通，

能够更有效地促进疾病的恢复和预防复发，同时缩减了

医疗成本。精神科护理管理具有特殊性、复杂性和高风险

性，工作任务繁重，与患者沟通交流困难。为了提高护理

热情和工作质量，需要进行人性化的管理。人性化管理主

要考虑护理人员的心理状态、工作压力、工作内容等，

以制定出一种能提高护理人员护理质量的管理措施。

实验研究结果表明，人性化管理理念在精神科护理

管理中的应用，可以有效提升护理服务质量，包括患者

满意度、康复率、医护人员质量、医疗费用等指标。

实验组更注重患者的情感需求和关怀，并主动与患者沟

通，能够更有效地促进疾病的恢复和预防复发，同时缩

减了医疗成本。因此，针对精神科护理工作的特殊情

况，采取人性化管理理念，对护理人员进行深入沟通、

合理排班、奖惩制度、技能培训等措施，可提高工作热

情和护理质量。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在护理干预后，实验组的护理

质量、护理意外事件发生率、投诉事件发生率和患者满

意度等指标均显著提高（P < 0.05），证明了人性化管理
理念在精神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对于提高护理人员工作

热情和护理质量的重要作用。而实施人性化管理后，患

者对护理质量也更加满意了。因此，人性化管理理念的

应用在精神科护理管理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广泛的

推广价值。

结语

通过本研究的实验和统计结果，得出如下结论：人

性化管理理念在精神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可以显著提

高护理服务水平，改善患者的医患沟通效果和护理服务

质量，促进患者的康复和满意度。因此，在精神科护理

管理中应该格外注重人性化管理理念的落实和实践，提

高护理服务质量和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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