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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管理在精神科护理中的应用

曹雪洁

探究精细化管理在精神科护理当中是否具备良好的应用价值。方法：从本院近一年来精神科患者

中随机抽取50个案例作为研究样本，对患者进行三个月精细化管理，随后比对管理前后患者冲动意外事件发生的数量

与护理质量效果。结果：实施精细化管理后患者冲动意外事件发生的数量比起护理前明显有所减少，且护理满意度评

分均在90分以上（P < 0.05）。结论：在精神科护理中开展精细化管理工作，在合理控制不良事件发生的同时也提升

了患者对护理过程的满意度，值得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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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精神科是给精神疾病患者提供诊治和护理服务的重

要科室，不管其是哪个环节都与患者健康水平息息相

关，所以精神科管理工作至关重要。科学恰当的管理方

法能够为精神科护理工作奠定坚实基础，而精细化护理

满足精神科护理工作的实际需要，强调在各个管理环节

实现精细化，因而能够明显提升管理效率与质量。通过

对大量的临床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再加上对国内外精细

化护理经验进行归纳借鉴，进一步验证了精细化护理在

精神科护理中的应用价值。

1 精细化管理

制定精细化管理制度

精细化管理制度是是精神科护理进行精细化管理的基

础和前提，只有制定出体系完备，操作规范的管理制度，

才能够促使管理落到实处。精细化管理制度的内容通常涉

及到管理主体、管理程序、管理方案、管理原则、管理

责任等方面的内容。精细化的管理制度要求精神科护理

人员必须要对精神病患者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的监管护

理，确保患者的行为能够被纳入到监管体系中去。在具

体的管理工作中，精细化管理主要采取的是清单管理，

即将要管理或者工作的内容制成相应的清单，然后护理

人员按照清单上的要求对患者提供相应的服务。

提高精神科护理效率

精神科护理工作中需要坚持以人为本，针对不同的

精神病患者提供不同的医护服务。在具体的服务过程

中，要把患者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坚持标准化的工

作流程，确保能够根据规范手册的要求进行护理工作。

标准化带来的好处在于能够有效的提高精神科护理的工

作效率，弱化人为因素的影响和限制[1]。在精神科护理工

作中，需要确保护理人员能够统一协调一致进行工作，

尽可能按照规范性的标准对精神病患者进行医疗服务，保

证工作程序上的衔接有序，提高护理效率和质量。

强化对物品和环境的管理

精神病是一种特殊的疾病，其多是心理、神经、精

神方面的疾病，一般疾病多深生理机制上的疾病。对于

精神病患者而言，其在受到外界的刺激下容易做出过激

的行为。因此，在护理过程中需要向其提供安静、舒适

的环境，确保其能够有效的舒缓心理压力，避免受到感

官上的刺激。在精神科护理工作中，要确保统一行动，

根据统一指标对患者的居住环境进行相应的设计，确保

能够最大程度上为其提供相对舒适的环境，减少外界对

其心理干扰，降低心理压力。除此以外，除了对居住环

境进行控制以外，还需要对物品进行相应的监控和管

理，坚决防止尖锐物品，例如刀具，出现在生活区内。

护理工作人员要按照精细化管理清单的要求定期定时地

对居住环境和管控物品进行监督审核，避免外界环境对

精神病患者出现二次伤害。

2 资料和方法

基线资料

由双盲法将我院精神科（2019年11月至2020年12

月）接诊的60例患者平均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每小组

各为30例，对照组接受传统管理法，研究组接受精细化

管理。对照组，18例男、12例女；年龄在49岁~67岁，

平均年龄是（56.64±6.28）岁。研究组，16例男、14例

女；年龄在46岁~66岁，平均年龄是（56.48±6.32）岁。

2组精神科患者的资料相比较P > 0.05。

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规精神科护理，主要包括基础生活护

理、用药护理以及安全护理等。研究组患者在此基础上

实施精细化护理，具体方法为：第一，制定精细化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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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在贯彻精细化护理模式前，先要组织科室所有护

理人员参与活动前的教育和动员会议，革新护理人员的

思想，使得广大护理工作人员能够认识到实施精细化护理

的价值。为进一步规范精神科的护理管理，提升精细化

水平，护理部要与精神科在思想行动上保持一致，立足

实际制定精细化护理制度，特别是规范护理工作流程与

规范，制定查对、差错事故上报制度，健全责任制度，

将精细化护理制度变成所有护理者共同遵守的准则[2]。

第二，健全精细化护理安全措施。精神科患者具备一定

的特殊性，他们存在不同程度的精神障碍，出现安全问

题的可能性较高。因此，在精细化护理实践中要注重设

计和完善针对于精神病患者的安全管理方案，健全安全

检查机制，使得广大护理人员能够在护理工作当中预见

性发现问题，有效消除安全隐患，对患者的安全实施全

方位保障。很多情形下常规方法无法有效地对患者实施

管理，因此护理人员要备好急救药品与物品，以便在有

需要时及时调取和使用。在面对有潜在危险行为的患

者，可根据安全隐患的评估结果设置专门的预警备案，

健全防范策略，减少意外事故的发生率。第三，增强精

细化护理基础工作。护理人员要认真分析精神和护理的

特点和要求，科学设计护理实践的记录表，做好重要信

息记录与备案，全面贯彻落实消毒隔离制度，保证各项

文件资料的规范化书写，做好对各项急救物品的管理与

整理工作，对患者及其家属实施全面深入的健康教育宣

导，赢得患者家属的配合。为从根本上提升精细化护理

的质量，要保证精神科与其他科室部门的沟通互动，健

全沟通机制，消除沟通障碍，有效发现实际工作当中的

风险，实施针对性的处理方法。第四，规范护理操作流

程。精神科护理人员需要具备极强的业务素质与专业素

养，同时在实际工作当中还要承担极高的风险与压力，

所以工作复杂繁琐而又忙碌，常常身心俱疲，因而导致

护理差错率提高。为尽可能减少护理差错，要注意贯彻

精细化护理，由护士长实施统一协调，与所有护理人员

通过集体探讨的方式，优化精神科护理的操作程序，同

时立足患者的疾病需求，细分护理流程，保证护理程序

规范有序。

观察指标

观察并记录2组患者家属的护理满意度和临床护理质

量评分。护理满意度选用自制调查问卷进行评估，分成

三个等级，分别为非常满意（85-100分）、满意（61-84

分）和不满意（0-60分），满意度=（非常满意+满意）

/总例数×100%。护理质量评估每月进行1次，评分方法

为：考核内容主要是护理文书书写规范性、各班组工作

质量、基础护理水平、急救物品管理等。科室护理骨干

分别对以上事项进行客观打分，总分均为100分，分值越

高表明护理质量水平越高。

统计学处理

数据在统计无误后准确录入统计学软件SPSS23.0进

行处理校准，2组精神科患者的IPROS评分、服务水平评

分的表述方式为（均数±标准差），组间差异性应用t检

验。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3 结果

首先从整体数据来看，对未采用精细化护理的对照

组的基础平均评分为78.5分，采用了精细化护理的实验组

的基础评分高达89.5分，其中存在明显的差异性，P<0.05

充分说明此次对比实验具有实验价值。

在细节方面，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更主要的得分项

来源于主观感受方面，在20分的患者主观感受测评上，

患者明显具有更高的满意度[3]。

4 讨论

在以往的其他科室的相关精细化护理中，其实验组

和对照组之间的差异性远不如此次精神科对照实验的差

距这般大，客观来讲，这可精神类疾病本身更需要高度

关注和优质交流有着重要关系。相比其它疾病而言，精

细化人性化的护理工作本身也更像是治疗的一部分，通

过强化患者和护理人员、患者和家属之间的有效交流，

消除患者的心理恐惧，积极调整其护理环境质量，降低

其焦虑心理，提升对护理工作的配合程度，这从理论上

而言对患者的恢复本身就有更好的辅助效果。

首先要更加关注标准化和体制化的制度建设，在已

经确认了精细化护理对精神类疾病患者具有更好的辅助

恢复效果外，要充分认识到该方向的正确性，以此作为

接下来制度建设的重要方向，推进精细化护理在精神科

护理工作中的全面普及，以制度的方式为相关护理人员

提供护理参考依据。

然后要分配给护理人员更多的护理权限，考虑到精

细化管理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经精力，因此在授权

上，要分配给护理人员更多的时间和资源进行额外的护

理操作，比如对护理环境进行优化，调整护理病房的相

关摆件颜色，允许安装一些加湿取暖的设备等，在获得

护理人员的申请后，要做好审核并积极予以支持[4]。

最后值得一提的就是精细化的管理方面，在护理工

作中，护理人员要做好患者的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的管

理，同时要对护理环境和护理药物进行日常检查，特别

是在药物方面，要尽量保证药物应当进行双人以上的复

核问题，如果存在有疑问的地方，要及时和医务人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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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沟通，降低意外导致的医疗事故的发生，这也是护理

人员的本质工作之一。

结语

精神科护理工作中应用精细化的管理模式能够有效

地提高精神病患者的满意度和护理质量。在精细化管理

模式的运用中，关键点在于精神科护理工作管理的内容

精细化、标准化，促使精神科护理工作人员能够有效地

依据精细化管理清单进行管理，确保精细化管理落到实

处。除此以外，精细化管理应用的一大优势在于能够对

精神病患者进行有效的监控和控制，提高护理工作人员

的风险防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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