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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社区一体化防治护理对重性精神病病人防治效果的价值探讨 

龙丽云，梁 莹，陆剑尧，徐 丽，侯洁生 

肇庆市第三人民医院  广东肇庆 

【摘要】目的 探讨医院-社区一体化防治护理对重性精神病病人防治效果的价值。方法 从 2020 年 2
月-2021 年 2 月收治的重性精神病患者中选取 50 例参加研究，对所有患者进行医院-社区一体化防治护理，

比较护理前后患者的病情改善率、日常行为好转情况（社会活动参与率、肇事肇祸率、用药依从率）以及

临床指标（CGI 与日常生活能力评分）水平，以评价防治效果。结果 医院-社区一体化防治护理后，患者的

用药依从率、社会活动参与率和病情改善率均高于护理前，肇事肇祸率低于护理前，差异十分明显（P＜0.05）；
护理后的 CGI 各指标均优于护理前，日常生活能力评分高于护理前，差异十分明显（P＜0.05）。结论 医
院-社区一体化防治护理对重性精神病病人防治效果具有较高价值，可提高用药依从性以及日常生活能力，

改善病情，让患者积极参与社会活动，降低肇事肇祸率，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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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value of hospital - community integrated prevention and care for 
severe psychiatric pat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50 patients with severe mental illness admitted between February 
2020 and February 2021 were selec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study, and all patients received integrated 
hospital-community preventive care. The improvement rate, daily behavior improvement (social activity 
participation rate, accident and disaster rate, medication compliance rate) and clinical indicators (CGI and daily 
living ability score) were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Results After hospital-community integrated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nursing, patients' medication compliance 
rate, social participation rate and disease improvement rate were higher than before nursing, and the accident rate 
was lower than before nursing, the difference was ver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CGI index after nursing was 
better than before nursing, and the daily living ability score was higher than before nursing, the difference was ver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The hospital-community integrated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nursing has high 
value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effect of severe psychiatric patients, can improve medication compliance and 
daily living ability, improve the condition, let patients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social activities, reduce the rate of 
accidents, promot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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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是一种在社会环境、心理学等因素影响

下，大脑功能失调，引起情感、意志以及行为活动

出现不同程度的障碍[1]。临床表现为行为诡异、性

格突变、过于敏感和情感紊乱等，导致患者渐渐远

离亲人朋友，无法正常面对日常问题和压力，甚至

有过度愤怒、敌对或者是暴力倾向。重性精神病是

病情较为严重的精神病，包含双相情感障碍、分裂

情感性精神障碍、精神分裂症等，复发率较高[2]。

有研究发现，医院-社区一体化防治护理对重性精神

病患者有良好疗效，可提高监护水平、服药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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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社会融合，减轻不良情绪，缩短疗程，对精神

状态恢复有很大帮助[3]。对此，此次研究探讨医院-
社区一体化防治护理对重性精神病病人防治效果的

价值。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从 2020 年 2 月-2021 年 2 月收治的重性精神病

患者中选取 50 例参加研究，当中男性 32 例，女性

18 例，年龄 19-65 岁，平均（38.84±7.25）岁。全部

患者的一般资料没有明显差异性（P＞0.05）。 
1.2 方法 
所有患者进行医院-社区一体化防治护理，具体

措施为： 
①对重性精神病防治护理相关人员展开培训；

对于具体实施措施的护理人员来说，其工作质量直

接影响防治效果，因此，不仅要对护理人员进行培

训，还要对社区工作人员进行培训，扩大宣传教育

范围，使其深刻认识到防治护理的重要性。培训内

容有重视重性精神病患者的诊断、治疗和护理；了

解个体差异，对每一位患者采取个案管理制度，方

便护理措施具体落实；在发病期间，关注患者的各

种不正确行为，避免肇事肇祸；对患者进行康复指

导以及提高家属的照护能力；登记并建立重性精神

病患者档案，详细做好记录。其中特别重视家属照

护能力的提高，因为重性精神病与其他疾病不同，

不仅影响患者身体健康，且严重危害心理健康，家

属作为长期与患者生活的成员，需要做好心理准备，

与其共同积极面对疾病，在出院后，进行精心照护，

避免做出刺激行为，防止疾病复发，正确安排患者

的家庭生活。 
②组建医院-社区一体化防治护理小组；小组成

员主要由医院医生、护理人员、社区管理人员组成，

各小组成员要成分发挥自身优势，联合医院和社区

的力量，严格要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医院中

的医生和护理人员对该区域范围内的重性精神病患

者实施登记、成立档案，并借助计算机建立数据表

格，准确统计随访内容。每个月对患者的治疗情况、

用药依从率、社会活动参与率、生活质量和肇事肇

祸率进行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展开针对性防治护理。

在针对性防治护理中，对不同患者采取不同的护理

方式，如对于情绪低落的患者，需要引导多参加社

会活动，将其尽量安排在气氛活跃和人多的环境中，

经过轻松愉悦的活动减少低落情绪，并在早期用多

种方式帮助融入人群，缓解内心的紧张感；对于易

兴奋激动的患者，需要引导少参加社会活动，将其

安排在单调安静和人少的环境中，选择患者喜欢且

愿意做的事情减轻症状，禁止参加容易引起兴奋娱

乐活动。 
③社区干预；社区防治护理人员应与患者家庭

结合，考虑实际情况，了解社区内重性精神病患者

的具体病情，进行开放式管理与护理。加强防治护

理，指导患者正确用药，实施康复护理、健康宣教、

心理护理等一系列措施，预防肇事肇祸行为，提高

患者的社会适应能力。重点对家属进行教育，目前，

随着工作与生活压力越来越大，患精神疾病的患者

越来越多，部分家属由于对精神病没有正确认识，

过于迷信，即使发现患者出现相关精神症状，也没

有及时将其带到医院接受治疗，而是选择不正规的

方式，即迷信活动，希望以此减轻症状。 
1.3 观察指标 
比较护理前后患者的病情改善率、日常行为好

转情况以及临床指标水平。 
1.4 统计学分析 
用统计学软件 SPSS17.0 进行比较，计数资料用

x2 和（%）证明，计量资料用 t 和（ x ±s）证明，P
＜0.05 说明差异十分明显。 

2 结果 
2.1 护理前后的病情改善率、日常行为好转情

况比较 
医院-社区一体化防治护理后，患者的用药依从

率、社会活动参与率和病情改善率均高于护理前，

肇事肇祸率低于护理前，差异十分明显（P＜0.05）。

如表 1。 
2.2 护理前后的 CGI 各指标比较 
护理后，患者的 SI、GI 评分均显著下降，EI

中显效率和有效率均高于护理前，稍有效率和无变

化率低于护理前，差异十分明显（P＜0.05）。如表

2。 
2.3 护理前后的日常生活能力评分比较 
护理后的日常生活能力评分高于护理前，差异

十分明显（P＜0.05）。如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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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医院-社区一体化防治护理效果分析（n） 

组别 例数 用药依从率 社会活动参与率 肇事肇祸率 病情改善率 
护理前 50 52.00%（26） 54.00%（27） 10.00%（5） 48.00%（24） 
护理后 50 96.00%（48） 90.00%（45） 2.00%（1） 84.00%（42） 

x2 -- 50.312 32.143 5.674 28.877 
P -- 0.001 0.001 0.017 0.001 

表 2 护理后的 CGI 比较[（ x ±s）,分]或[n，(%)] 

组别 例数 SI GI 
EI 

显效 有效 稍有效 无变化 
护理前 50 4.69±0.87 4.08±1.14 12（24.00） 14（28.00） 13（26.00） 11（22.00） 
护理后 50 2.12±0.02 1.89±0.45 19（38.00） 23（46.00） 6（12.00） 2（4.00） 

t/x2 -- 20.883 12.635 4.582 6.950 6.368 14.324 
P -- 0.001 0.001 0.032 0.008 0.012 0.001 

表 3 护理前后的日常生活能力评分比较[（ x ±s）,分] 

组别 例数 日常生活能力评分 
护理前 50 69.47±2.31 
护理后 50 75.82±6.92 

t -- 6.155 
P -- 0.001 

 
3 讨论 
精神病在现今已经不再是罕见的疾病，且发病

率仍在不断上升，严重降低心理健康程度，造成无

法开展正常生活和工作，生活质量受到一定影响。

诱发精神病的原因不仅包括生物学因素，心理因素

和社会因素同样属于重要原因，长期处于紧张、矛

盾等不良情绪中将明显提高发病率，尤其是心理比

较敏感、脆弱的人，社会因素主要指重大事件和情

境的发生，如战争、自然灾害等[4]。由于重性精神

病患者易给社会治安带来严重影响，发病时出现自

杀与伤害他人行为，所以，对其实施防治护理存在

重要意义。居丽晶[5]等人指出，对精神分裂症患者

实施医院-社区-家庭康复一体化护理干预有助于更

好稳定病情，降低复发，提高生活质量。 
如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社区护理逐

渐受到重视。重性精神病患者因为病情特殊，仅仅

在医院进行护理没有太大帮助，展开医院-社区一体

化防治护理十分必要[6]。通过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

培训，提高专业水平，避免在护理过程中出现各种

问题，保证护理措施顺利实施。采取小组形式，发

挥医生、护理人员和社区管理人员的优势，不仅规

范工作内容，更便于管理[7]。针对性护理可根据患

者的实际病情采取对应方法，如对治疗情况较差的

患者，实施心理护理，强调治疗是一个缓慢过程，

需要循序渐进；对用药依从率不高的患者，讲解遵

照医嘱用药的重要性和安全性。 
总之，医院-社区一体化防治护理对重性精神病

病人防治效果具有较高价值，可提高用药依从性以

及日常生活能力，改善病情，让患者积极参与社会

活动，降低肇事肇祸率，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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