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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关怀在精神科护理中的应用效果研究

王玉莹 赵艳艳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八医院焦作院区 河南 焦作 454000

摘 要：目的：探讨针对精神疾病患者，施行人文关怀护理举措，研究其临床护理应用效果。方法：搜集时限在

2022年2月至2023年2月，从本医院精神科室随机性质选取共计100例精神疾病患者作为研究样本，依托随机数字表法
划分组别，即：对照组（常规护理）、观察组（人文关怀护理），每组50例。结果：观察组的病情发生情况各项数

据、BPRS、SDSS评分数据均为更低倾向，其各项人文关怀数据、护理人员的满意程度为更高（P < 0.05）。结论：对

精神疾病患者施行人文关怀护理举措后，可利于患者性格、言语行为异常等精神症状缓解，疾病复发例数得到减少，

提高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促进康复，人文关怀得以显著体现，获得较高的护理满意度，作用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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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精神病是一种比较难治的病，在临床上主要是保守

治疗，一般都是长期服用药物，但是药物的使用并不能

很好的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1]。而有效的心理护理对精神

病治疗有非常好的效果，该心理护理举措在临床具有广

泛性、特殊性、技术无止境性[2]。并且随着医学水平的不

断提高，在临床护理工作中，人们逐渐认识到心理护理

对患者的身心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3]。通过从生物学和生

物心理学等多个角度对护理进行干预，重视患者的人文

关怀，在临床得到了很好的回应。将其运用于临床精神

疾病中，具有较为积极的作用价值。基于以上，本文就

相关在2022年2月至2023年2月从本院精神科随机性质选
取共计100例精神疾病患者，探究对其施行人文关怀护理
举措，研究其临床护理应用效果。详细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选取地址为本医院精神科室，搜集时限在2022

年2月至2023年2月，随机性质选取共计100例精神疾病患
者作为研究样本，依托计算机操作系统内按照随机数字

表法划分组别，即每个小组各自计入50例。组间基线信
息具有可比性质（P > 0.05）。根据表1所示。

表1��基线资料[n(%)]/（ ）

组别 例数 性别（男/女） 年龄（岁） 平均病程（年）

观察组 50 31/19 41.31±10.22 8.23±2.47

对照组 50 27/23 41.27±10.03 8.18±2.35
χ2/t - 0.657 0.020 0.104
P - 0.418 0.984 0.918

1.2  纳入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相关患者均为本医院精神科室内患

者，比如精神分裂症患者、抑郁症；②均属于原发性精

神疾病；③患者或者患者的家属对本次研究均知晓；④

在本院相关评估信息均齐全。

排除标准：①难以实施有效沟通，较为困难；②存

在智力障碍；③患有严重的躯体功能疾病，危害到患者

的生命安全；④参与了其他的研究，影响到了此次研

究；⑤研究涉及相关患者在本医院的临床数据、评估资

料显示不全。

1.3  方法

对照组（涵括病例数50，介入常规护理），具体如
下：常规的发药、病房巡视、督促吃饭、家属沟通等等

护理措施。

观察组（涵括病例数50，介入人文关怀护理），具
体如下：（1）营造人文关怀氛围：护士要有一种以人
为中心的服务观念，改变护理服务理念，了解病人的情

绪，积极地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的护理，将真挚的爱融入

到护理工作之中，让患者感受到人性化的关怀，形成人

文关怀护理文化。（2）人身安全检查：护理人员要积极
协助患者安置物品，检查有无带刀剪，绳带，火种，玻

璃器具等危险物品，要耐心地说明这些东西的危险，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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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交给家属。（3）病房环境：在病房的每一个细节中
都融入了人文的理念，让病房的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温

暖，为患者创造了一个轻松、舒适的病房环境。注意病

房的清洁和整齐,每天播放柔和舒缓的音乐，创造温暖的
气氛[4]。（4）加强交流：与患者实施有效沟通，注意听
取患者的要求，对患者的身体动作、语言等进行分析，

了解内心的痛苦和真正的需要，通过亲切的慰问，关心

的关怀，解答疑问以暗示、适度承诺等方式对患者进行

心理支持 [6]。（5）重视生活人文关心：在日常的交流
与生活照顾中，本着人人平等的原则，尽可能地保护患

者的人格尊严与个人隐私，要让患者养成良好的生活习

惯，提高患者的自理能力，提供协助与支援，定期检查

用药状况[6]。

1.4  观察指标
（1）两组的病情发生情况：均在护理完毕后了解相

关患者的性格改变、疾病复发、言语异常、行为异常等

各项情况。

（2）两组的日常生活能力、精神症状以及康复情
况：均需要在护理前、护理三个月后对相关患者的日常

生活活动能力、精神症状以及康复情况施加评估，分别

利用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量表（ADL）、简明精神病评定
量表(BPRS)、社会功能缺陷筛选表(SDSS)，其中ADL得

分越高代表其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越强，其BPRS、SDSS得
分越高代表其精神症状以及康复效果越差。

（3）两组自人文关怀评估：利用自己制作的人文关
怀评估量表施展，均在护理完毕后落实，其中涵括了隐

私保护、关心病情、护患协作、尊重患者、服务态度这

五个方面，每个方面均为10分，得分越高代表人文关怀
度越好，反之则相反。

（4）两组的护理满意认可度：均需要在护理后3个
月，对患者施行满意度调查，利用自制问卷开展，其中

分值设置100，90以上归属非常满意段，60-90分归属比较
满意，60以下则代表为不满意。

1.5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所获得的相关信息资料需要依托SPSS22.0专

业统计软件落实分析，计数资料需经（%）完成表述，

通过χ2检验得出最终数据，计量资料予以（ ）完成表

述，施以t检验得出数据，P < 0.05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两组的病情发生情况
将两组的病情发生情况施展比对，发现观察组的性

格改变率、疾病复发率、言语异常率、行为异常率均为

更低倾向（P < 0.05）。见表2。

表2��两组的病情发生情况�[n(%)]

组别 例数 性格改变率 疾病复发率 言语异常率 行为异常率

观察组 50 2(4.00) 1(2.00) 0(0.00) 1(2.00)

对照组 50 8(16.00) 7(14.00) 5(10.00) 7(14.00)
χ2 - 4.000 4.891 5.263 4.891
P - 0.046 0.027 0.022 0.027

2.2  两组的日常生活能力、精神症状以及康复情况
将两组的日常生活能力、精神症状以及康复情况

施加比较，发现护理后凸显观察组ADL评分数据为更

高指向，其BPRS、SDSS评分数据均为更低指向（P < 
0.05）。见表3。

表3��两组的日常生活能力、精神症状以及康复情况（ ，分）

组别 例数
ADL BPRS SDSS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50 62.87±6.32 89.56±5.87 42.28±6.68 19.69±5.12 14.38±3.28 7.39±1.66

对照组 50 62.65±6.18 83.81±4.76 42.51±6.72 27.69±5.91 14.45±2.33 10.52±1.98
t - 0.176 5.380 0.172 7.234 0.123 8.566
P - 0.861 0.000 0.864 0.000 0.902 0.000

2.3  人文关怀情况
对两组自制的人文关怀情况施加比较，凸显在护理

完毕后获取的各项数据观察组为更高（P < 0.05）。见
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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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两组自人文关怀评估数据�（ ，分）

组别 例数 隐私保护 关心病情 护患协作 尊重患者 服务态度

观察组 50 8.69±1.22 8.83±1.09 8.66±1.05 8.84±1.01 8.39±1.16

对照组 50 7.52±1.36 7.44±1.28 7.13±1.18 7.32±1.26 7.22±1.35
t - 4.528 5.846 6.849 6.656 4.648
P -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2.4  护理满意认可程度
对两组的护理满意认可程度施加比对，发现观察组

涉及在内的患者对护理人员的满意程度更为凸显，为更

高水平（P < 0.05）。见表5。

表5��护理满意认可程度�[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 50 35(70.00) 13(26.00) 2(4.00) 48(96.00)

对照组 50 31(62.00) 10(20.00) 9(18.00) 41(82.00)
χ2 - - - - 5.005
P - - - - 0.025

3��讨论

人文关怀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爱的互动，它的

目标是让患者获得身体、心理、精神和社会的整体健

康，从而使患者能够更好地恢复和回到家人身边[7]。在实

际的精神科室实施人文关怀护理，需要本着以人为本护

理思想,注重病人的康复与社交能力的重建与恢复，加强
护士的爱、耐心和责任心，让患者觉得自己受到了关怀

和尊敬，同时也要重视和患者的交流[8]，这可以帮助护士

们对患者的身体和心理状况的变化进行动态的评估，实

现良好的护患合作，让患者能得到更有效的护理，得到

更多的关心和理解，提高整个护理的质量[9]。

在本次研究中，通过对观察组施行人文关怀护理，

可得到较为理想的应用效果。本研究数据显示，观察组的

性格改变率、疾病复发率、言语异常率、行为异常率、

BPRS、SDSS评分数据均为更低倾向，其ADL评分数据、
人文关怀情况数据、护理人员的满意程度为更高指向。均

论证了对精神病患者实施人文关怀的重要意义[10]。

综上所述，针对精神疾病患者，施行人文关怀护理

举措后，可利于患者性格、言语行为异常等精神症状缓

解，疾病复发例数得到减少，提高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促进康复，人文关怀得以显著体现，获得较高的护理满

意度，作用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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