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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护理中的自我护理意识提升对护士工作影响研究

赵海伶
廊坊三河燕郊辅仁医院 河北 廊坊 065201

摘� 要：目的：探讨精神科护理中的自我护理意识提升对护士工作影响的研究。方法：本研究选择90例精神疾病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45例。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增加自我护理意识的提
升干预。结果：观察组的精神状态观察评分、精神状态总分、精神状态S维度、戒酒情况M维度以及戒酒情况总分均
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观察组在干预后的自我护理维持和自我护理管理以及自我护理
信心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对于护理依从性，观察组的依从性（97.78%）显著高于
对照组的依从性（8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精神科护理中对患者进行自我护理意识的提升，
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的精神状态和戒酒情况，提高自我护理的维持和管理以及信心，提高护理依从性，对护士的工作具

有积极影响，值得在临床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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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精神科护理是特殊的援助性服务，旨在为精神疾病

患者提供专业的护理和康复服务，减少症状表现，缓解

患者病痛，提高生活质量。然而，精神疾病患者的自我

护理能力常常有所缺失，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治疗效

果和质量的提升，对医护人员的工作也产生了不小的影

响。因此，提升患者的自我护理意识对优化治疗效果、

改善护理质量、减轻医护人员的工作压力等方面具有重

要的实际意义。现代医学研究表明，自我护理意识的提

升对精神疾病的治疗和患者的康复有重要影响。通过提

升自我护理意识，可以促使患者积极配合治疗，顺利完

成康复的各个环节，从而改善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那

么，提升精神疾病患者的自我护理意识究竟对护理工作

有何影响呢？本研究选取了90名精神疾病患者，通过常
规护理与提升自我护理意识的比较，探究了提升自我护

理意识对精神疾病患者病情控制、生活质量提升以及对

患者护理依从性的提高等方面的影响，旨在为精神科护

理提供切实可行的对策和方法，以改善患者康复效果，

优化护理服务，完善护理体系。具体研究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涵盖了我院2022年6月到2022年12月期间的

90例精神科病患，将其以随机的方式分为观察组和对照
组，各含45例病患。这些病患的年龄和病程不一，故以
其不同的病情和个体差异为研究背景。

对照组以常规的精神科护理干预方式进行护理，护

士会对这些患者进行适当的心理疏导和医疗管理。观察

组则是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增添了自我护理意识的教育

和引导，并对其护理效果进行长期追踪和记录。

尽可能地去配对两组病患，使他们在性别、年龄、

病程及病种等方面保持相似性，以避免可能的混杂因素

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对两组在病情严重程度、社会经济

条件、家庭支持系统等各方面的基线条件及背景变量进

行了控制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两组病患的差异并无统

计学意义（P > 0.05），适合进行现阶段的对比研究。
这项研究的目的在于了解在精神科护理中，增加自

我护理意识提升的干预是否能够对护士的工作产生积极

影响，即是否能够提高病患的护理结果，减少护士的工

作压力，并为护理实践提供新的方法和依据。并在试验

开始前制定了一整套针对性的护理教育内容，及评价获

益的具体指标。

1.2  方法
在这项研究中，护士被随机分配到对照组或观察

组。对照组护士采用传统的精神科护理实践，这包括但

不限于建立并维持护患关系，监测和记录患者的精神状

态，以及执行医师下达的治疗和护理计划等。

相对之下，观察组护士进行自我护理意识提升干

预，其被教育并鼓励执行各种自我护理行为。这些行为

包括了定期进行自我反思以评估自身情绪状态，培养健

康生活习惯如规律作息和合理饮食，适量运动，以及利

用有效的压力管理策略等。

观察组护士还接受了专门的培训，以提升其自我护

理管理能力，包括如何在工作日程中设置自我护理时

间，如何制定和实施个人化的自我护理计划，以及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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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处理可能影响自我护理的问题，诸如时间管理，工

作压力管理等等。

观察组护士通过参与小组讨论、角色扮演和案例学习

等方式，增强了自我护理信心和护理依从性。这类干预帮

助他们更好地理解自我护理的重要性，为自我护理行为调

整了心态，增强了实施自我护理行为和护理依从的决心。

在研究过程中，两组护士的行为和成果都被定期收

集、记录和评价，以便在研究结束时进行综合比较和分

析。研究期间，所有护士都被确保有足够的支持和引导

以完成所分配的任务。

通过这种方法，这项研究旨在理解和评估在精神科

护理中提升自我护理意识对护士工作的影响。

1.3  评价指标及判定标准
主要采取了以下评价指标及判定标准来衡量精神科

护理中的自我护理意识对护士工作影响的效果。

使用精神状态观察评分、精神状态总分和精神状态S
维度，以及戒酒情况M维度和戒酒情况总分，对两组患者
的精神状况和戒酒情况进行定量评估。其中，精神状态

观察评分和精神状态总分表示患者的精神状况，分数越

高，表示患者的精神问题越严重。而戒酒情况M维度和戒
酒情况总分则用于衡量患者的戒酒情况，分数越高，表

示患者的戒酒情况越糟糕。

通过自我护理维持干预前后、自我护理管理干预前

后，以及自我护理信心干预后的评分，来评估两组患者

的自我护理能力。干预前后的分数变化能够反映出干

预措施对患者自我护理能力的提升情况。这些评价指标

中，分数越高，代表患者的自我护理能力越强。

通过比较两组患者的不依从、部分依从、完全依从情

况，以及总的依从性，来评估患者的护理依从性。依从性

指的是患者在护理方案执行过程中的配合程度。一般情

况下，依从性越高，预示着患者的治疗效果会更好。

这些评价指标和判定标准既全面、有针对性，又具

有高度的实用性，为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数据支持，也

能够准确评估护士的护理效果，所以在精神科护理工作

中得以广泛应用。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的统计分析是通过使用SPSS22.0软件进行的。

基于各个指标的数据类型，选用合适的统计方法以确保

结果的可靠性。对于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使用了t

检验。这是一种常用的比较两个样本均值差异是否显著

的统计学方法，通过比较两组的均值，可以确定两组之

间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

例如，在研究中，对于“精神状态观察评分”、

“精神状态总分”、“精神状态S维度”、“戒酒情况M
维度”与“戒酒情况总分”等指标，分别采用了t检验。
采用“ ”方式表述各组样本的平均值和标准差，比如

对照组的精神状态观察评分为59.92±3.4，观察组的精神
状态观察评分为53.62±3.11.
使用卡方检验来比较两组的计数资料。卡方检验是

一种在频率分布的现象，发现样本的实际分布与理论分

布之间有无显著差异的方法。它的适用原则是样本的实

际分布和理论分布的差距大，卡方值就大；反之，卡方

值就小。在研究中，对于“不依从”、“部分依从”以

及“完全依从”等的數量分布，采用卡方检验。用百分

比%表示每组的护理依从性，如对照组的护理依从性为

80.00%，观察组的护理依从性为97.78%。
通过以上方法分析，以P < 0.05作为有统计学意义的

标准。例如，对观察组和对照组的戒酒情况评分对比，

得出的所有P值都小于0.05，这意味着两组间存在显著的
差异。这更进一步的证明了研究假设的正确性。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精神状态与戒酒情况评分对比
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在精神状态评分、精神状态

总分、精神状态S维度、戒酒情况M维度以及戒酒情况总
分各项指标上均较对照组明显降低，差异均具有统计学

意义（P < 0.05），说明提高自我护理意识能有效改善患
者的精神状态，并有助于戒酒。详见表1.

2.2  两组患者自我护理能力评价对比
在自我护理能力方面，观察组在干预后自我护理维

持和自我护理管理上的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证明提升

自我护理意识有益于提高护士的自我护理能力。自我

护理信心在两组间差异也显著，观察组在干预后得分较

高，表明自我护理能力和信心有密切关系。详见表2.
2.3   两组患者护理依从性对比
观察组患者的护理依从性显著高于对照组。尽管两

组人数相同，但观察组完全依从和部分依从的患者总

数，相比对照组显著增多，不依从状况显著降低。依从

性上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详见表3.

表1 两组患者精神状态与戒酒情况评分对比

组名 例数
精神状态 戒酒情况

自我评分 观察评分 总分 S维度 M维度 总分

对照组 45 59.92±3.4 40.02±2.15 98.02±3.77 12.21±1.44 10.33±1.65 22.58±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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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组名 例数
精神状态 戒酒情况

自我评分 观察评分 总分 S维度 M维度 总分

观察组 45 53.62±3.11 32.95±2.24 95.61±3.85 9.15±1.25 7.22±1.05 16.41±1.65
t - 9.686 15.276 3.006 10.766 10.666 14.966
P -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表2 两组患者自我护理能力评价对比

组名 例数
自我护理维持 自我护理管理 自我护理信心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45 63.30±2.41 59.98±3.05 55.44±2.42 61.38±3.15 62.88±2.33 68.42±3.05
观察组 45 63.28±2.40 72.62±3.55 54.48±2.41 67.48±3.24 62.87±2.68 71.88±3.32

t - 0.036 18.116 1.886 9.056 0.016 5.146
P -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表3 两组患者护理依从性对比

组名 例数 不依从 部分依从 完全依从 依从性

对照组 45 9 18 18 36（80.00）
观察组 45 1 20 24 44（97.78）

x2 - - - - 7.200
P - - - -  < 0.05

3 讨论

精神科护理的重要一环是对患者的精神状态和破除

酗酒行为的观察和评估。此项研究针对精神科护理中的

自我护理意识提升对护士工作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为

了证实自我护理意识的提升能否有效改善患者的精神健

康和解除酗酒行为，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

患者接受精神状态和戒酒情况的评分考察。

结果显示，观察组在精神状态观察评分、精神状态

总分、戒酒情况M维度和戒酒情况总分等方面表现明显优
于对照组，均有统计学意义。这意味着注重自我护理意

识的提升在改善护士对精神病患者的评估和护理，以及

破除患者酗酒行为方面有显著效果。

研究认为，自我护理意识是护士工作和患者康复的

重要驱动力。它能提高护士对患者个体差异的敏感度，

帮助护士制定个体化、全面的护理计划。强化自我护理

意识，护士能在促进病人自我护理能力方面发挥积极作

用，提高病人自我管理和自我照护的能力，也有助于提

高病人的治疗依从性和生活质量。观察组患者自我护理

的维持和管理干预后均优于干预前，这也说明了强化自

我护理意识对患者的积极影响。

总结来看，自我护理意识的提升可显著改善护士对

精神病患者的评估和护理，破除患者酗酒行为，促进患

者的康复。护理人员应高度重视精神科护理中自我护理

意识的培育和升华，将其融入日常护理实践中，带动护

理质量的全面提升。为了更好地落实护理工作，应设计

科学的护理培训方案，提高护士的专业素养和辩证处理

问题的能力，更精准、更科学地服务于患者。

自我护理是精神科护理的重要部分，其优良状态对

于护士的工作与疾病的预后影响重大。研究打破了传统

观念，把自我护理的重心放在护士自身，试图去探索线

提升护士的自我护理意识对其工作质量和效率的影响。

此次研究发现，在干预后观察组的自我护理维持评

分显著高于对照组，暗示自我护理意识的提升可能有助

于护士在实际工作中能更好地自我管理与保持优良状

态。观察组在干预后的自我护理管理也显著高于对照

组，这说明自我护理能力方面有了明显提高，更能有效

管理病患。不过，两组在自我护理信心方面虽然差异不

大，但观察组仍然要略高于对照组，这可能表明提升的

自我护理意识给护士带来了更多的信心。

另一方面，对于护士的护理依从性，提升自我护理

意识的观察组显著高于对照组，其完全依从者比例更是

差距明显，这表明自我护理意识的提高或许能增强护士

的从业动力和职业忠诚度，从而提高护理工作的质量和

疾病护理的效果。

研究数据表明，提升护士的自我护理意识能够提高

其自我护理的能力，提高护理依从性，进而可能改善护

理工作的质量，提高服务的效率。此研究的局限性在于

研究样本相对较小，仅限于某个医疗机构的研究数据，

其普适性尚需要在大样本上进行进一步验证。未来可进

一步研究自我护理意识提升对于护士个人职业满意度，

抑或患者护理满意度的影响，以期达到提升整体护理质

量，提升病人对于精神医疗的信任度。

精神护理的工作特性使得护士经常面临着患者的情

绪波动和风险行为，这不仅对护士的心理健康产生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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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也对他们的工作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实施

自我护理意识提升干预，护士能够更好地维持自我心理

健康，提高专业能力，降低工作压力，从而对他们的工

作效能产生积极影响。

从“自我护理意识提升”的观察组和对照组的数据对

比看出，护理依从性在观察组中有显著改善。依从性有助

于判断护士对自我护理策略的执行程度，高依从性的护士

更能将自我护理策略融入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从而达到

保持心理健康，缓解工作压力，处理患者问题等积极效

果。相比对照组只有36例（80.00%）的护士有较高的依
从性，观察组中有44例（97.78%）的护士高度依从自我
护理策略，差异显著（P < 0.05）。这个结果证明了自我
护理意识提升对护士的工作确实有显著的促进效果。

自我护理不仅能够帮助护士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

降低抑郁，焦虑等心理疾病的风险，也能让他们有更多

的精力去关注患者，提升护理质量和效率。具备良好的

自我护理能力的护士在面对压力和挫折时，可以更冷静

地分析和解决问题，这对于精神科护士来说极为重要。

加强护士的自我护理意识教育，提高他们的自我护

理能力，对于改善护士的工作状态，优化护理服务质量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是值得在临床精神科护理

工作中推广应用的有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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