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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躁狂症患者的心理特征及护理要点 

龚 健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第二人民医院精神科  江苏南通 

【摘要】目的 观察躁狂症患者的心理特征，并分析护理要点。方法 分析我院 2020 年 10 月至 2023 年 10 月

收治的 60 例躁狂症患者的心理特征，并给予综合护理措施，比较护理前后效果，分析护理要点。结果 情绪高涨、

思维奔逸、活动增多、自尊心增强、睡眠需求减少、社交障碍均是躁狂症患者表现的心理特征。护理后患者躁狂

量表（BRMS）评分较护理前显著降低[（22.14±3.39）分比（45.23±8.85）分]，治疗依从性明显提高[91.67%（55/60）
比 76.67%（46/60）]（P＜0.05）。对护理服务非常满意的患者共 40 例（66.67%），满意患者共 15 例（25.00%），

不满意患者仅 5 例（8.33%），总护理满意度为 91.67%（55/60）。结论 躁狂症患者心理特征变化多样，给予综

合性护理措施可有效改善其症状，提高治疗依从性，患者满意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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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ing th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nursing points of manic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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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manic patients and analyze the nursing points. 
Methods Analyze th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60 manic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20 to 
October 2023, and provide comprehensive nursing measures. Compare the effects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and analyze 
the nursing points. Results High emotions, wandering thoughts, increased activity, increased self-esteem, reduced sleep 
needs, and social disorders are all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exhibited by manic patients. After nursing, the manic rating 
scale (BRMS) score of patient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compared to before nursing [(22.14 ± 3.39) points compared to 
(45.23 ± 8.85) points], and treatment complianc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91.67% (55/60) compared to 76.67% (46/60)] 
(P<0.05). A total of 40 patients (66.67%) were very satisfied with nursing services, 15 patients (25.00%) were satisfied, 
and only 5 patients (8.33%) were dissatisfied. The total nursing satisfaction was 91.67% (55/60). Conclusion Th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manic patients vary greatly, and comprehensive nursing measure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ir symptoms, enhance treatment compliance, and increase patient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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躁狂症是一种情绪障碍，表现为情绪高涨、兴奋、

多动、冲动、睡眠减少等症状，患者可能会表现出过度

自信、冒险行为、冲动购物、性冲动等行为。患者可能

会因为情绪不稳定而影响到工作和社交生活，导致失

业、离婚等问题。此外，躁狂症患者可能会因为过度兴

奋而导致失眠、食欲不振、体重下降，还可能因为情绪

低落而产生自杀念头[1]。而专业的护理干预可帮助患者

控制情绪，避免冲动行为，提高自我管理能力，减少自

杀风险[2]。现选取我院 2020 年 10 月至 2023 年 10 月

收治的 60 例躁狂症患者，对其心理特征进行分析，并

总结护理要点，为改善躁狂症患者的生活质量提供参

考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20 年 10 月至 2023 年 10 月收治的 60

例躁狂症患者，其中男 41 例，女 19 例；年龄 22-56
岁，平均（31.26±8.85）岁；病程 1-3 年，平均（1.63±0.28）
年。入组标准：纳入标准：符合躁狂症的诊断标准，如

情绪高涨、思维奔逸、言语和动作增多等症状；患者愿

意遵守研究协议。排除标准：有严重的精神疾病或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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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如精神分裂症、重度抑郁症等；有严重的身体疾

病，如肝脏疾病、肾脏疾病等，或有其他禁忌症；有药

物或酒精依赖史；近期内有自杀行为或自杀企图；无法

理解或遵循研究指导。 
1.2 方法 
为患者实施综合护理措施，具体如下： 
（1）环境护理：为患者提供一个安静、舒适、安

全的环境，减少外界刺激。使用冷色调装饰房间，如绿

色、蓝色，以帮助患者情绪稳定。简化室内物品，避免

患者因兴奋而损坏物品。保持室内整洁、有序，营造一

个有利于患者恢复的宁静氛围。 
（2）生理护理：确保患者有足够的休息和睡眠，

以减少体力消耗。监督患者按时进食，提供营养均衡的

饮食，避免暴饮暴食。鼓励患者参与适当的体育活动，

帮助其消耗过剩的能量。确保患者个人卫生，定期洗

澡、更衣，保持身体清洁。 
（3）心理护理：与患者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提

供情感支持。鼓励患者表达自己的感受，倾听其需求，

给予理解和同情。引导患者进行放松训练，如深呼吸、

冥想等，帮助其控制情绪。根据患者情况，引导其进行

有益的文娱活动，如绘画、书法、唱歌等。 
（4）药物治疗：确保患者按时按量服用药物，监

控药物疗效及副作用。定期进行血液检查，以监测药物

对患者的生理影响。教育患者及家属关于药物的重要

性，提高服药的依从性。 
（5）安全护理：防范患者出现自伤或伤害他人的

行为，必要时进行保护性约束。关注患者的行为变化，

及时采取措施预防可能的攻击行为。对于有暴力倾向

的患者，应尽快送往医院接受专业治疗。 
（6）家庭支持：指导家属正确理解疾病，避免误

解和指责患者。教育家属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与患者沟

通，避免言语上的冲突。鼓励家属参与患者的治疗过

程，为患者提供必要的支持。 
1.3 观察指标 
观察患者心理特征及护理前后躁狂量表（BRMS）、

治疗依从性和护理满意度。 
1.4 统计学分析 
SPSS 26.0 统计分析数据，计量、计数资料分别采

用 t、卡方检验。 
2 结果 
2.1 患者心理特征分析 
情绪高涨、思维奔逸、活动增多、自尊心增强、睡

眠需求减少、社交障碍均是躁狂症患者表现的心理特

征。见表 1。 
2.2 护理前后躁狂量表（BRMS）、治疗依从性比

较 
护理后患者躁狂量表（BRMS）评分显著降低，治

疗依从性明显提高（P＜0.05）。 
2.3 护理满意度 
对护理服务非常满意的患者共 40 例（66.67%），

满意患者共 15 例（25.00%），不满意患者仅 5 例

（8.33%），总护理满意度为 91.67%（55/60）。 
表 1  患者心理特征分析（n=60） 

心理特征 例数 占比（%） 

情绪高涨 58 96.67 

思维奔逸 56 93.33 

活动增多 53 88.33 

自尊心增强 50 83.33 

睡眠需求减少 49 81.67 

社交障碍 45 75.00 

表 2  护理前后躁狂量表（BRMS）、治疗依从性比较 

护理时间 BRMS（分） 高度依从 依从 不依从 治疗依从性 

护理前（n=60） 45.23±8.85 12（20.00） 34（56.67） 14（23.33） 46（76.67） 

护理后（n=60） 22.14±3.39 36（60.00） 19（31.67） 5（8.33） 55（91.67） 

t/χ2值 18.872    5.065 

P 值 ＜0.001    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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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躁狂症患者的心理特征及护理要点主要包括以下

几个方面[3-6]： 
（1）情绪高涨：躁狂症患者的情绪常常表现为异

常高涨，他们可能变得比平时更加快乐、兴奋或者易

怒，这种情绪高涨的状态往往带有一种不稳定性，患者

可能会因为一些小事情而突然变得愤怒或者激动。对

于这种情绪的护理，重要的是提供一个稳定和安全的

环境，以减少触发情绪波动的因素。护理人员应当尽量

保持冷静，以稳定患者的情绪。 
（2）思维奔逸：躁狂症患者常常表现为思维非常

活跃，他们的注意力很容易从一个主题跳到另一个主

题，话题转换快速，甚至让人感觉思维跳跃过大，对于

这种状况，护理人员需要保持足够的耐心，尽量引导患

者在一个主题上保持长时间的注意力，帮助他们控制

自己的思维过程。 
（3）活动增多：躁狂症患者常常表现得异常活跃，

他们可能会不停地移动或者进行各种活动，这种过度

的活动可能导致患者过度消耗体力，影响身体健康。因

此,护理人员应尽可能限制患者的活动量，保证他们的

休息和睡眠时间。 
（4）自尊心增强：躁狂症患者往往表现出极强的

自尊心，他们可能会过于自信，甚至表现出傲慢的态

度。这种自我评价过高可能会导致患者与他人的社交

关系紧张。护理人员应当引导患者正确认识自己的能

力，帮助他们建立健康的自尊心。 
（5）睡眠需求减少：在躁狂发作期间，患者常常

睡眠需求减少，甚至可能长时间不睡觉也不会感到疲

倦。然而，长期的睡眠不足可能会影响患者的身体健

康。因此，护理人员应当尽可能引导患者保持规律的睡

眠习惯，帮助他们恢复正常的睡眠周期。 
（6）社交障碍：由于情绪高涨、思维奔逸、活动

增多等因素的影响，躁狂症患者可能面临社交障碍的

问题。他们可能会在不适当的场合发表不当言论，或者

与他人的交往中表现出过于自我的态度。护理人员应

当引导患者学习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尊重他人的

感受,以改善他们的社交状况。同时，让患者参与到一

些集体活动中，提高他们的社交技巧和沟通能力。 

综上所述，躁狂症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疾病，需要综

合治疗和精心护理。对于躁狂症患者的护理，需要从情

绪、思维、活动、自尊心、睡眠和社交等方面全面考虑.
护理人员应当提供稳定的环境，耐心引导患者控制情

绪和思维，限制活动量，引导正确的自尊心，改善睡眠

习惯以及提高社交技巧。通过这样的护理方法，可以帮

助躁狂症患者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情绪和行为，提高生

活质量。同时，对于家属的培训和教育也是至关重要

的，他们应当学习如何与患者建立良好的沟通和互动

方式，以支持患者的康复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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