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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文关怀在精神科护理中的实践与体会

刘 振 刘丹丹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通辽市精神卫生中心 蒙古自治区 通辽市 028000

对人文关怀在精神科临床护理当中的实践与体会进行探讨。方法：选取2019年6月～2021年6月

本院收治的70例精神科患者作为本实验观察对象，罹患疾病病程均为1～15年，随机将之分成人文关怀组和常规护理

组，每组 例。常规护理组给予常规护理基础，人文关怀组给予人文关怀护理，对两组实施护理的临床效果进行观

察评估和对比分析，其中，简明精神病评定量表（BPRS）、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症状自评量表（SCL-

90）评分，采用t检验；暴力行为发生率和护理满意度行x2检验。结果：实施护理前，两组BPRS、PANSS、SCL-90得

分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P ）；护理后，两组上述量表得分均有所改善，且人文关怀组得分显著优于常规护理

组（P ）；护理后，人文关怀组患者暴力行为发生率显著低于常规护理组，且该组护理满意度优于常规护理组

（P ）。结论：精神科临床护理工作中对患者实施人文关怀护理，能显著改善精神症状和患者行为，减少暴力

行为发生率，提升护理满意度。

关键词：精神科护理；人文关怀；护理满意度

引言：护理管理是提高护理质量的有效措施，在护

理管理工作中，增加人文关怀，有利于提升护理服务质

量[1]。当前在给予患者护理服务时，以护理管理提高护理

服务质量已逐渐成为常态化[2]，但在该过程中如何有效

提升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既提升患者病情恢复水

平，又提高患者自我护理常识及能力，还需要从护理管

理中入手，增加人文关怀的护理管理模式，能够给予患

者更加全面、细致的护理服务，更加关注患者的需求、

心理状态，也更有效提高护理人员的护理服务意识，从

而有效减少不良护理事件发生，提升护理质量[3-4]。

1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选取2019年6月～2021年6月本院收治的70例符合精

神科疾病诊断标准的患者作为本实验观察对象，罹患疾

病病程均为1～15年，随机将之分成人文关怀组和常规护

理组，每组35例。两组一般资料无显著性差异，见表

方法*

常规护理组：对本组的患者实施常规护理。入院

通讯作者：刘振、出生年月、1989、3、16、民族、

蒙古族、性别、男、籍贯、单位、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

通辽市精神卫生中心、职位、无，职称、主管护师、学

历、本科、邮编、028000、邮箱、523148176@qq.com、

研究方向、精神科护理。

后，护理人员对待患者态度和蔼，安排专门的护士先进

行自我介绍，然后介绍病房环境，管理住院患者的日常

生活和治疗过程，将所做检查的结果告知患者，指导患

者按照医嘱进行服药，并在其服药后对患者的口腔进行

检查，以免患者藏药不咽，并密切观察和记录患者的用

药情况。病房环境保持整洁。随着患者营养状况的变化

指导患者饮食，住院治疗期间保障患者所有营养指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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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稳定，关注患者的体征和精神状态，并提供相应的健

康教育和康复指导。人文关怀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

给予加强人文关怀护理。（1）人文关怀团队文化建设：

护理学科，特别在精神科中，临床护理所聚焦的对象均

为一般意义上的“弱势群体”，他们亟需获得关怀和帮

助。精神科理应是一个医院当中极具人文关怀精神的科

室，为进一步提高护士的人文信念和价值观，激励护理

工作者职业热情，我们在工作中注重提升护理团队的服

务理念、凝聚力和向心力，努力让科室形成一股充满关

爱的团队文化氛围，具体做法包括：①针对本院既往的

人文背景进行调查与评价，有针对性地规划有关人性

化、人文关怀护理方面的培训课程。②将规划的培训课

程与精神科专业特点相结合，制定详细的培训计划，重

点围绕整体护理、沟通交流、人文关怀、临床路径等环

节的理论知识，对护理人员进行系统性的人文关怀护理

知识与技巧培训，请有经验的专业人员进行讲解，并在

培训讲座上抽时间开展情景模拟活动[3]，由护理人员扮

演患者、患者家属等，这样让护理人员能够真正换位思

考，切身感受到患者及其家属的所感、所想，使护理人

员对人文关怀护理的内涵有更进一步的认知，进而推升

护理服务理念。③在具体护理工作中体现出人文关怀，

结合精神科实际护理工作，在面对患者时坚持以人为

本，密切地对患者情绪、需求进行观察考量，将爱心融

入到护理工作中，对自己的语言和行为时时予以规范，

对护理服务不断进行优化，无微不至地关怀患者，使患

者感受温暖，树立在患者及其家属眼中的热情、诚恳、

业务精湛的护士形象。（2）加强与患者的心理沟通：仔

细观察患者的眼神、面部表情和语言，以评估他们的内

心需求[4]。采用适当的心理护理方法，如用合理的解释

和有用的暗示，帮助患者调整和摆脱不良的情绪，重新

获得积极的心态。若长期无亲属探望，患者极易变得抑

郁、焦虑或自厌自弃[5]。对此，护士应多与患者的亲属联

系，提醒他们要多多关心和安慰患者，让患者感到是被

关怀的。护士应通过与患者的积极有效的沟通，建立彼

此间的和谐关系。（3）加强对患者退缩、冲动行为的护

理：①针对退缩行为进行护理。很多患者将在康复期间

产生退缩行为，使得其生活难以自理，对社会的适应性

有所减退，例如无法保持正常的作息起居，不愿服药，

仪容不整洁等[6]。对这类行为特征的患者，我们为其加

强了自我管理教育，不断给其提供鼓励与支持，促进他

们对治疗护理做出更好的配合。②针对冲动行为进行护

理。精神症状的影响之下，患者可能会变得非常冲动和

兴奋，有时会有伤人、自杀倾向[7]，因此必须确保其周围

的人和护士本身的安全，这样人文关怀会在一定的约束

下才发挥作用。（4）为患者寻求社会支持：精神科患者

普遍担心出院后疾病会复发，觉得社会对自己有严重的

偏见，担心出院后能否适应社会环境，所以会感到心理

压力很大。还有的患者为此而感到严重的悲观，乃至于

有轻生倾向。护士要运用自身专业知识评估患者的自我

管理能力，多多关注他们，多向其解释介绍病情相关知

识，帮助他们了解药物治疗的效果和用药原则，积极对

他们的负面情绪进行引导，让他们正确认识到家庭、婚

姻、工作、学习乃至整个社会的意义。

2 结果

两组护理前后BPRS、PANSS、SCL-90得分比较护

理前，两组BPRS、PANSS、SCL-90得分比较均无统计

学差异（P ）；护理后，两组上述量表得分均有

所改善，且人文关怀组得分显著优于常规护理组（

0.05）。见表2。

总结

讨论

人文关怀既体现了社会发展中人们的需求，又体现

了护理事业的进步。考虑到精神科护理中的诸多不安全

因素，在临床护理工作中应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以减少

实际工作中不安全事件的发生概率。由于人为因素是精

神科护理中诸多不安全因素中的主要部分，为减少不安

全事件的发生，需要调动护士的积极性，改善护士与患

者的沟通，加强护士的培训，提供适当的心理护理。人

文护理是“以人为本”医疗理念的重要体现，这种新的

医疗护理模式的出现，代表其不仅仅提倡关注患者的病

情，还应当关注患者的心理问题，并延伸到关注相应的

社会问题。根据精神患者的特点，精神科护士需要密切

观察患者，评估患者的病情，并在最大限度上保障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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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实施人文关怀护理，同时还强调护理人员要与患

者及其家属进行有效沟通，切实提高其护理满意度。本

研究结果表明，实施护理前，两组BPRS、PANSS、SCL-

90得分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P ）；护理后，两组

上述量表得分均有所改善，且人文关怀组得分显著优于

常规护理组（P ）；护理后，人文关怀组患者暴力

行为发生率显著低于常规护理组，且该组护理满意度优

于常规护理组（P ）。上述研究结果说明了，在精

神科患者中实行人文关怀护理，将患者的表现与相应的

反应相结合，于特定的情景之下，采取多种形式实施护

理，并对患者及其家属进行健康教育，在整个护理过程

中，强调要融入护理人员的真情实感，于工作中积极发

挥护士的同理心、共情心，这样势必会让患者真切感受

到来自医院的人文关怀，有助于护理人员和患者间构成

互重、互信、互敬的护患关系，提高患者的配合度，逐

步改善精神症状，护理满意度也将随之提升。在我国，

针对精神病患者的管理大多采取的是封闭式，一定程度

上造成或加重了患者与社会的割裂。在对患者实施人文

关怀护理的同时，还应当敏锐觉察造成患者身心健康威

胁的各类负性心理反应，并针对性地及时进行有效干

预，以此来化解患者内心形成的心理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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