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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在精神科病房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张� 波*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通辽市精神卫生中心� 内蒙古� 通辽� 028000

摘� 要：目的：探讨在精神科护理中应用优质护理的效果。方法：选择����年�月～����年�月本院精神科收治的

��例患者，按照随机方式将其分成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例。给予对照组常规护理干预，研究组实施优质护理。对

比两组满意度。结果：研究组护理满意度为�����％，显著高于对照组的�����％（��������）。结论：优质护理在精神

科护理中的应用效果较好，能够有效提升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临床可予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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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现如今社会各方面都快速发展的环境下，人们各方面的压力也在慢慢增加，有数据显示，我国精神疾病患者人

数每年都有所增加。精神科护理和其他护理科室有所不同。精神科护理人员需要掌握熟练地护理知识，还要掌握心理

护理知识以及应对突发事件的反应能力。精神科护理人员承受的工作压力不仅来源于生理方面，还有心理方面，这就

需要对其实施心理疏导，从而提高其工作满意度和工作效率。基于此，本文就我院精神病患者为例，进行优质护理、

常规护理对比，总结优质护理干预方案以及价值>��。具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选取�����年�月a����年�月本院精神科收治的��例患者，按照随机方式将其分成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例。

研究组男��例，女��例；年龄��a��岁，平均年龄为（�����±����）岁；其中精神分裂症患者��例，双相情感障碍患

者��例，应急相关障碍患者��例。对照组男��例，女��例；年龄��a��岁，平均年龄为（�����±����）岁；其中精

神分裂症患者��例，双相情感障碍患者��例，应急相关障碍患者��例。对比两组一般资料对比，无统计学差异（����

����），研究可行。

�����方法

给予对照组常规护理干预，包括常规的护理指导及健康教育等。研究组实施优质护理：①�改进护理工作流程，

提高工作效率，将原来分散的护理措施变集中化、精细化。实行人员结构优化组合，对每位患者的护理工作进行明

确的职责划分，保证护患比例协调，工作量相对均衡。详细记录患者的情况，有针对性的制定护理计划，实施护理干

预。②�提供专业的护理服务。科室内要经常性的对护理人员进行培训，提高护理人员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在患者

入院时，了解患者家属对于精神心理疾病的认知情况，掌握患者的社会支持系统。入院后，为其提供专业的护理服

务。首先分析患者不同行为发生的原因，并进行暴力、自伤、自杀等危险行为评估。其次，对患者的日常行为进行密

切观察，分别采取干预措施。如果确定患者有暴力行为倾向，要尽可能避免与患者发生冲突。不组织参与具有竞争性

质活动，并认真观察患者的行为表现>��。一旦出现兴奋、冲动等征兆，要尽可能分散其注意力，必要时采取保护性护

理措施，以防暴力等不良行为发生。如果确定患者有自伤、自杀行为倾向，要密切关注患者的病情变化，及早发现自

伤、自杀征兆，采取有效的护理措施。特别是在夜间、凌晨等人员少的情况下，护理人员要严密监视，并加强心理护

理，与患者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及时心理疏导，增强自信心，提高对生命价值的认识。同时，开展丰富多彩的娱疗

活动，分散注意力，弱化消极自杀意念，改善情绪。③加强健康教育。如果评估患者有暴力倾向，要对其进行有效引

导，教授其正确的情绪宣泄和自我寻求帮助的方法，使患者形成正确的健康观念，促进疾病恢复的同时，避免对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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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伤害。并向患者家属解释患者的一系列行为，指导家属控制患者暴力行为的方法。对有自伤、自杀倾向者，要进

行有效的教育引导，使其正确认知疾病，树立正确的生命价值观，并教授其表达情绪和分散注意力的方法。④�实施人

性化护理措施。精神科收治的患者比较特殊，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和照顾，对患者采取的护理措施也应更为精细化。

保持病房环境的干净、整洁，定期更换床单，为患者营造一个舒适的住院环境。对于生活不能自理的患者，护理人员

要为其进行日常洗漱、进食等方面的协助和照料>��。对于病情比较稳定的患者，可以适当组织一些户外娱疗活动。对

于病情不稳定的患者，可以在室内组织一些康复活动，以丰富患者的住院生活。

�����观察指标

对患者实施不同护理模式后，比较其护理满意度和患者生活质量两方面的差异。护理满意度采用医院统一问卷进

行评估，采用百分制，分数越高代表满意度越高，对患者的生活质量评估分为优、良、差四个方面。

�����统计学方法

采用6366�����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计数资料以例数（�）、百分数（％）表示，采用��检验。以��������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研究组护理满意度为�����％，显著高于对照组的�����％（��������）表�。

表1�两组护理满意度对比[�（％）]

组别 例数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研究组 �� �� �� � �����

对照组 �� �� �� � �����

�� �����

3 �����

3��讨论

精神科由于其疾病特殊性和复杂性，对患者家属来说，有效的临床治疗，以及良好的预后康复，有着很重要的意

义。但是精神患者疾病的治疗到康复，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需要患者自己，患者家属以及医护人员共同努力来完

成的一个过程。但是目前，我国基础护理频频出现问题，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护理人员的素质有待提高，很多护士缺

乏操作的实际经验，没有接受过实际的操作培训，缺乏相关意识的培养。根据有关资料显示，有将近四分之三的护士

认为基础护理的主要目的在于伺候人，认为这项工作没有实际的意思，缺乏对工作的积极性是现在护理人员主要存在

的问题，对基础护理工作的认同感过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角色是现在护理人员应该及时改变的。很多家庭为了

提高对患者的服务质量，请了护工，护工的工作压力很大，要经常对患者进行情节等，很多护士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

角色，认为对患者进行身体清理以及擦拭不是自己的职责，没有将基础护理工作做到位，很多护士在巡查病房以及心

理疏导方面有着十分不错的成绩，但是对于患者的清洁卫生却没有提起关注。现阶段，医院的病患的身体清洁主要是

由护工和家庭成员完成的，护士并没有切身地进行参与，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护士对基础护理的认识不强，医院应

该定期的对基础护理人员进行培养，让护理人员认识到自己的社会定位，真正的参与到自己的工作中>��。

另外，医院在进行护理人员的选拔的过程中应该尽可能地选择专业知识丰富的员工，护理人员不仅仅是要对护理

知识以及医疗知识有初步的了解，还应该对患者的心理健康以及食物的营养、康复医学都应该有一个大体的研究。现阶

段，根据有关的资料显示，我们可以知道很多医院的护理人员的专业知识并不是十分的精通，缺乏实际操作的培训，不

能热情地与患者进行沟通，缺乏对患者的病情康复的帮助，这就使得护理人员在整体的评分中没有获得优势，降低了医

院护理服务病患的质量。一般情况下，医院会控制整体的运行成本，因此会对人员进行编著，降低护理人员的数量，由

于医院内部的病患数量过于庞大，护理人员需要在短时内对多个病房的病患进行输液、打针以及喂药等，这也就导致了

护理人员的工作量大大的增加。近年来，我国科技水平进展飞快，医院的医疗设备也在不断地更新，医疗体系也在不断

的进步，护理人员要定期地进行相关知识的学习来跟上医院的发展，又一次增加了医院的护理人员的工作量。工作压力

大，护理人员很难有时间以及精力认真的完成，增加了护理人员的负面情绪，根据最新的调查数据，可以知道，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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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医院护理人员的数量越来越低，未来的发展趋势也是不断地降低，辞职的人数越来越多。精神科常规护理人员的护

理工作量更大，主要侧重于患者的心理以及生理要求。精神科患者的心情较为多变，为了保证医疗人员与患者的关系，

保障医患关系，就一定要多与患者沟通，采用常规的护理方法不能满足这一点要求。采用新的优质护理要以人为本，根

据患者的心里情况进行不同的护理，从心理、生理、生活质量上给患者带来新的护理体验。

本文探讨精神科护理工作中的关怀能力和共情能力，主要通过一系列量表对其进行评估，然后根据其评估情况进

行规划和改进。最后根据关怀能力和共情能力的条目对护理人员实施有效措施，通过评分情况发现改善后的临床效

果，主要评估工作满意度分值。本文主要对在我院精神科进行治疗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对患者进行优质护理，从护

理人员的基本工作的流程，有效的健康教育，心理护理等方面进行整改。最后观察其实施效果，通过临床研究发现，

优质护理模式后患者的满意度及生活质量有着明显提升，临床实施意义重大。

结束语

综上所述，将优质护理应用于精神科护理工作中效果较好，能大大提升患者的满意度，临床可予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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