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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护理中存在的安全隐患与护理对策研究

韩立群*　刘　振　张明月

通辽市精神卫生中心　内蒙古　通辽　028000

摘�要：本文旨在探讨精神科护理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护理对策。通过分析精神病患者自杀、暴力行为和药物滥

用等安全隐患的原因和影响因素。同时，制定相关护理计划和措施，如加强对患者的观察和监控、建立安全机制、

加强教育和心理支持等，预防和应对安全隐患，并进行实践和评估。此外，加强护理人员的安全意识和技能培训，提

高他们的危机处理和应急能力，同时加强对护理人员的管理和保障，确保他们的安全。最后，通过使用现代化技术手

段，如智能监测和预警系统、虚拟现实技术等，提高精神科护理的安全性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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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精神科护理是一项特殊的医疗服务，其目的

是提供专业的护理和治疗，帮助精神病患者恢复健康。

然而，在精神科护理中，存在着一些安全隐患，如自

杀、暴力行为、药物滥用等，这些隐患可能会对患者和

护理人员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因此，如何有效应对这

些安全隐患，保障患者和护理人员的安全，成为了精神

科护理面临的重要问题。

当前，国内外对精神科护理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护

理对策的研究较为有限。因此，本文旨在通过问卷调

查、访谈等方式，分析精神病患者的安全隐患及其影响

因素，制定相应的护理对策，加强护理人员的安全意识

和技能培训，以提高精神科护理的质量和安全性。同

时，本文还将探讨现代化技术手段在精神科护理中的应

用，以期为精神科护理的改进和优化提供有益的参考。

1��精神科护理的定义和特点

精神科护理是指通过对精神疾病患者进行评估、干

预和治疗，帮助其恢复身心健康和社会功能的一种专业

护理。精神疾病包括抑郁症、焦虑症、精神分裂症、躁

郁症等，这些疾病都会对患者的身体和心理健康造成不

同程度的影响，需要采取针对性的护理措施。精神科护

理的目标是帮助患者恢复正常的生活和社会功能，提高

其生活质量和自理能力。与普通护理不同，精神科护理

需要更加注重患者的心理状态和行为特征，以及对患者

的情感支持和关怀。以下是精神科护理的一些特点：

1.1  综合性
综合性是指将多个方面、多个因素的信息进行整合

和分析，从而得出全面性的结论或决策。在精神科护理

中，综合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精神疾病往往涉及身

体、心理、社会等多个方面，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制定全面性的护理计划。

1.2  个性化
个性化是精神科护理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个性化是

指根据患者的病情、需求和特点，制定适合其个人情况

的护理计划。在精神科护理中，每个患者的病情和需求

都有所不同，需要制定个性化的护理计划，以达到最好

的康复效果。

1.3  持续性
持续性是精神科护理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它可以确

保护理效果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提高患者的康复率和生

活质量。护理人员需要通过定期评估、药物治疗管理、

心理支持和辅导、家庭支持和教育等方式，为患者提供

持续性的护理服务。

1.4  多元化
多元化是指在精神科护理中，需要根据患者的不同

需求和特点，采用多种方法和手段进行护理，以达到最

好的康复效果。护理人员需要综合运用药物治疗、心理

治疗、康复训练、家庭支持和教育、社会支持等多种护

理方法和手段，为患者提供多元化的护理服务。

1.5  安全性
安全性是指在精神科护理中，需要确保患者的身体

和心理安全，防止任何可能的伤害和损害。护理人员需

要提供安全、舒适的治疗环境，对患者的药物治疗和行

为进行管理和监测，及时发现并处理患者的不安全行为

和情绪波动，加强与家属的沟通和交流，提供家庭支持

和教育，以提高患者的安全意识和康复效果。

2��精神科护理评估方法

精神科护理评估是对患者进行身体和心理状况评估

的过程，需要综合运用多种评估方法，以全面了解患者

的病情和需求，为制定个性化护理计划提供依据。以下

是常用的精神科护理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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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病史采集：通过询问患者和家属，了解患者的病
史、既往疾病和治疗情况等，为制定个性化护理计划提

供依据。

2.2  身体检查：包括测量体温、血压、脉搏、呼吸等
生命体征，检查患者的身体状况，发现可能存在的身体

问题。

2.3  精神状态评估：包括对患者的情绪、思维、行为
等方面进行评估，如使用病史采集工具、观察表现、使

用标准化评估工具等。

2.4  生活自理能力评估：评估患者的日常生活自理能
力，如进食、穿衣、洗漱等，以确定患者需要哪些护理

和支持。

2.5  家庭环境评估：评估患者的家庭环境，包括住房
条件、家庭支持、社会支持等，以确定患者的社会支持

系统和康复环境。

2.6  心理评估：通过使用标准化心理测试工具，了解
患者的心理状况和需要，以制定相应的心理护理计划。

3��精神病患者存在的安全隐患

精神病患者的安全隐患是精神科护理中需要特别关

注和防范的问题，需要采取相应的护理措施和预防措

施，保证他们和护理人员的生命安全。在精神科护理

中，精神病患者可能会出现以下安全隐患：

3.1  自杀：自杀是指个体故意行为，以致于导致其
自身死亡。在精神科护理中，自杀是一种常见的安全隐

患。精神病患者常常存在自杀的意念，特别是在治疗早

期和情绪波动较大的时候。他们可能会使用刀具、药物

等方式实施自杀行为。

3.2  暴力倾向：暴力倾向是指精神病患者因为情绪失
控、幻觉等原因出现的暴力行为倾向，威胁到自己和他

人的生命安全。在精神科护理中，暴力倾向是一种常见

的安全隐患。

3.3  药物滥用：部分精神病患者可能会滥用药物，以
达到心理和生理上的满足，这可能会对他们的身体健康

产生负面影响。

3.4  意外伤害：精神病患者可能会因为自我疏忽或行
为异常而发生意外事故，如跌倒、火灾等。在精神科护

理中，意外伤害是一种常见的安全隐患。

3.5  逃脱：精神病患者可能会因为幻觉或其他原因试
图逃离医院或护理机构，这可能会导致他们的安全受到

威胁。在精神科护理中，逃脱是一种常见的安全隐患。

4��精神科护理中的相关对策研究

精神科护理中的相关对策需要综合考虑患者的特殊

需求和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和方法，以提高精神科护

理的质量和安全性。为了应对精神病患者的安全隐患，

精神科护理需要采取以下对策：

4.1  加强观察和监控
加强观察和监控是精神科护理中必不可少的安全防

范措施，可以帮助护理人员及时发现和处理安全隐患，

保障患者的生命安全和治疗效果，及时采取措施，预防

和减少安全隐患。具体来说，加强观察和监控包括以下

方面：（1）对患者的行为、言语和身体状况进行观察和
记录，及时发现和报告异常情况。（2）使用相关的监控
设备，如摄像头、门禁系统等，对患者的活动和行为进

行监控和记录。（3）建立风险评估机制，对有安全隐
患的患者进行重点观察和监控，及时发现和排除安全隐

患。（4）加强与患者的沟通和交流，了解他们的心理状
况和需求，及时给予支持和帮助。（5）提高护理人员的
观察和监控能力，加强对安全防范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和

学习。

4.2  建立安全机制
建立安全机制是精神科护理中常用的安全防范措施

之一，它可以帮助护理人员及时发现和应对患者的安全

隐患，保障患者的生命安全和治疗效果。具体来说，建

立安全机制包括以下方面：（1）建立门禁系统，对医院
或护理机构的出入口进行管控，避免患者逃脱或外部人

员进入。（2）装置报警设备，如紧急呼叫器、烟雾报警
器等，以便及时发现和应对突发情况。（3）制定应急预
案，明确各种突发情况的处理流程和责任分工，提高应

对突发事件的效率和准确性。（4）加强对药品和器材
的管理，确保其安全使用和存储，避免被患者滥用或损

坏。（5）建立风险评估机制，对有安全隐患的患者进行
重点关注和防范，及时发现和排除安全隐患。

4.3  加强教育和心理支持
加强教育和心理支持是精神科护理中常用的安全防

范措施之一，它可以帮助患者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和能

力，预防和减少意外伤害、药物滥用、暴力倾向等安全

隐患。具体来说，加强教育和心理支持包括以下方面：

（1）开展健康教育活动，向患者宣传安全知识和技能，
如如何正确使用药品、如何避免跌倒等。（2）提供心理
咨询和支持，帮助患者缓解压力和焦虑，增强自信心和

自我保护能力。（3）加强家庭支持和治疗，帮助患者逐
步恢复正常生活，增强社会适应能力。（4）加强与患者
的沟通和交流，了解他们的心理状况和需求，及时给予

支持和帮助。（5）提高护理人员的教育和心理支持能
力，加强对安全防范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和学习。总之，

加强教育和心理支持是精神科护理中必不可少的安全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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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措施之一，可以帮助患者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预

防和减少意外伤害、药物滥用、暴力倾向等安全隐患。

4.4  提高护理人员的安全意识和技能
提高护理人员的安全意识和技能是精神科护理中必

不可少的安全防范措施之一，它可以帮助护理人员增强

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预防和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

具体来说，提高护理人员的安全意识和技能包括以下方

面：（1）加强安全培训和学习，使护理人员了解各种安
全隐患和应对措施，掌握应急处理技能和方法。（2）建
立安全管理制度，明确各种安全事件的处理流程和责任

分工，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效率和准确性。（3）定期组
织演练和模拟演练，加强护理人员的实践能力和应变能

力，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4）加强与患者的沟通
和交流，了解他们的心理状况和需求，及时给予支持和

帮助。（5）建立安全文化，强调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
形成全员参与、共同维护安全的氛围。总之，提高护理

人员的安全意识和技能是精神科护理中必不可少的安全

防范措施之一，可以帮助护理人员增强应对突发事件的

能力，预防和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

4.5  使用现代化技术手段
使用现代化技术手段是精神科护理中常用的安全防

范措施之一，它可以帮助护理人员及时发现和应对患者

的安全隐患，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具体来说，使用现

代化技术手段包括以下方面：（1）使用电子病历和信息
化管理系统，对患者的医疗记录和治疗计划进行管理和

跟踪，提高医疗质量和安全性。（2）使用智能监控设
备，如摄像头、门禁系统等，对患者的活动和行为进行

监控和记录，及时发现和应对患者的安全隐患。（3）使
用远程医疗技术，如视频会诊、在线咨询等，加强与患

者的沟通和交流，提高医疗服务的效率和质量。（4）使
用智能化辅助设备，如电子护理床、智能助行器等，帮

助患者行动和活动，减少跌倒和其他意外伤害的发生。

（5）加强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建立信息安全管理制
度，保护患者的个人隐私和医疗信息安全。总之，使用

现代化技术手段是精神科护理中必不可少的安全防范措

施之一，可以帮助护理人员及时发现和应对患者的安全

隐患，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同时需要加强数据安全和

隐私保护，确保患者的个人隐私和医疗信息安全。

4.6  加强家庭支持和教育

家庭支持和教育是精神科护理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它可以帮助患者的家人了解患者的病情和治疗方案，提

高他们的护理能力和适应能力，促进患者的康复。护理

人员需要通过与患者家人的交流和沟通，为他们提供必

要的心理支持和安慰，帮助他们适应患者的变化。具体

来说，家庭支持和教育包括以下方面：

4.6.1  提供病情解释和治疗方案介绍：护理人员可以
向患者的家人详细介绍患者的病情和治疗方案，让他们

了解患者需要哪些护理和支持。

4.6.2  提供护理技能培训：护理人员可以向患者的家
人提供必要的护理技能培训，如如何协助患者进行日常

生活活动、如何管理患者的药物等。

4.6.3  提供心理支持：护理人员可以通过与患者家人
的交流，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心理支持和安慰，缓解他们

的焦虑和压力。

4.6.4  帮助家庭成员适应患者的变化：精神疾病会给
患者及其家庭带来很多变化，护理人员可以帮助家庭成

员适应这些变化，提高他们的适应能力。

结语

综上所述，精神科护理中的安全问题是非常重要

的，精神科护理中存在着许多安全隐患，如自我伤害、

他人伤害、药物误用和滥用等。这些安全隐患对患者的

身体和心理健康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护理

人员需要认真对待，对患者进行身体和心理状况评估的

过程，需要综合运用多种评估方法，以全面了解患者的

病情和需求，并采取相应的护理对策，确保患者的身体

和心理安全，促进其康复和社会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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