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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服务在精神科男性病房应用中的效果研究 

陈晓菲 

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  四川成都 

【摘要】目的 研究优质护理在精神病科男病房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 2019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期间住

院治疗的男性急性精神障碍患者 80 例，开展随机分组对比研究。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实施常规护理和

优质护理。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护理效果。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观察量表( NOSIE) 评分、不良事件发生率及依从

性等指标，均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 在精神病科男病房中应用优质护理的效果，显著优于常规护理，

能提高患者的里才能黄治疗效果，值得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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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high-quality nursing in male ward of psychiatric 
department. Methods 80 male patients with acute mental disorders hospitalized from January 2019 to December 2020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and quality nursing. The clinical nursing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observation scale (NOSIE) scor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and complianc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high-quality nursing in male ward of 
psychiatric department i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routine nursing. It can improv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licaihuang, 
which is worthy of wide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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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精神科中，精神障碍疾病较为常见。在生活

节奏加快、社会压力以及人际关系复杂等因素影响下，

近年来精神障碍疾病的发病率有递增趋势，且患者逐

渐呈现出年轻化趋势[1]。精神障碍疾病属慢性、持续性

严重精神疾病，有病程长、易复发等特点，患者存在

着行为和心理活动紊乱以及思维、行为和情感上的障

碍。患者在病情严重时会出现自杀，伤人等严重社会

治安的行为，给社会和家庭带来较大的负担和危害。

对于精神障碍疾病患者的治疗，主要以药物控制和改

善病情为主，治疗时间一般为终身性治疗[2]。精神科患

者在住院治疗过程中常会出现抗拒的情况，患者往往

遵医行为较差，极易发生各种不良事件，影响治疗效

果。科学、有效的护理干预，将有助于满足患者的心

理、生理需求，保证治疗高效完成。优质护理是随着

近现代护理学理论发展起来的新型护理方式，护理服

务干预强调以人为本的服务概念，突出对患者个体作

为人的需求的尊重。优质护理能根据患者护理需求，

为其提供全程、优质、无缝隙的规范化优质护理服务，

对患者的治疗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文选取 80 例男性

急性精神障碍患者，开展分组对比，研究优质护理的

应用效果。汇报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80 例男性急性精神障碍患者均符合研究对象纳入

标准，经过临床确诊。患者年龄 19-66 岁，年龄（37.1 
± 11.9）岁。病程 3 个月～2 年，平均（15.2±1.2）个

月。大专及以上 7 例，高中 18 例，初中 37 例，小学

及以下 18 例。疾病类型：精神分裂症 20 例，癔症性

精神病 18 例，躁狂症 8 例、抑郁症 6 例、酒精所致精

神障碍患者 18 例、双向情感障碍 10 例。根据随机原

则，对患者进行平均分组，对照组与观察组患者数量

均为 40 例。患者均符合《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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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患者病情处在平稳阶段，交流

等方面表现无障碍；排除严重躯体疾病患者、严重脏

器疾病及妊娠等患者。参与者家属知情并自愿参与，

本次研究也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两组患者基线

资料完整，无明显组间差异，P＞0.05，有比较意义。 
1.2 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严格执行医院制定的分级

护理制度、交接班制度和查对制度，按照常规护理要

求和流程，密切观察患者各项生命体征和病情变化，

为患者提供生活护理、用药指导、病情监测、饮食指

导护理等项目。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增加优质

护理服务。相关内容如下。 
第一，优化人员与护理流程。组建优质护理小组，

明确岗位职责与护理要求，责任到人，分层实施护理。

组织护理人员学习优质护理技术与技能，强化优质护

理意识，规范服务行为，同时，还要学习护理相关规

范和礼仪。对护理服务流程、护理模式等进行优化改

进，突出患者的主体地位，从患者入院接待、治疗、

检查等流程进行科学设计。白班实施责任制整体护理

服务，增加夜班护士的人员排班，避免发生患者在夜

间出现事故而人员不足的情况。一级患提供 24 h 护理

照护，二级患者白班每 2 h 巡视一次，夜班每 30 min 
巡视一次。 

第二，环境优质护理。护理人员以人为本，为患

者提供舒适整洁安全的病房环境，将病房环境中可能

存在的不安全因素消除，将刀、针、体温计等妥善保

管。通过舒适、温馨的环境，来减少环境因素对患者

的刺激，防止患者发生自伤、自杀等冲动行为。 
第三，制订优质护理管理计划。了解患者疾病情

况，根据患者年龄、文化、生活习惯、信仰等不同情

况和护理需求，制订针对性的科学护理方案。提供日

常生活技能、人际交往技能、职业技能训练以及工疗、

娱疗、体育疗等，并做到分阶段实施。 
第四，优质健康教育。在入院、检查、治疗、康

复等不同环节，评估患者的健康教育需求，给予个性

化的健康教育。通过视频、手册等容易接受的方式，

强化患者及其家属精神障碍疾病的相关知识传递，以

劝导、督促等方式使其能充分了解发病原因、病情发

展流程、治疗方式、预期治疗效果、相关护理流程等，

提升其治疗与护理依从性。定期开展健康知识讲座，

由心理学家指导患者掌握自我情绪控制及消除负性心

理的方法，从而改善患者对疾病的认知与态度。护理

人员要帮助患者了解疾病并提高治疗  

第五，优质情绪管理。护理人员要结合患者的个

体情况，实施个体化沟通方式与患者进行交流。态度

要保持亲切，友好，诚恳，语气要保持温和，避免使

患者产生情绪上的波动。指导患者家属注意患者饮食、

用药、个人生活等方面的事项，帮助家属为患者提供

亲情支持。 
第六，优质心理护理。在与患者建立和谐护患关

系的基础上，为患者提供优质心理护理，增强患者的

治疗信心，帮助患者缓解不良心理情绪。患者入院后，

护理人员要积极、主动地与患者进行接触，表达对患

者的尊重和理解，快速建立起良好的护患关系，缓解

患者对入院诊疗相关行为产生的抗拒心理。护理人员

要根据导致患者精神障碍的刺激因素，引导和鼓励患

者主动表达自己的情绪感受，采取共情的心理护理方

式，给予患者有针对性的心理护理措施，帮助患者尽

快解决心理失衡问题。指导患者掌握英规应激心理的

方法，定期组织娱乐性集体活动，鼓励患者积极参加，

以保持愉快心态，改善身心健康。为列举临床诊疗成

功案例，增强患者的治疗信心，提高患者的住院治疗

与护理的依从性。 
第七，优质安全护理。护理人员要加强巡视，密

切观察患者情绪及行为，尤其是对存在暴力冲突、自

杀和自伤的患者，要妥善地控制其活动范围，避免发

生护理风险事件。同时，还要对家属加强安全宣教，

采用宣传页等方式，详细告知其安全制度的内容，加

强对患者的监护，避免患者携带危险物品，以确保患

者及医护人员的安全。 
第七，优质生活护理。精神科患者的生活自理能

力相对较差，护理人员要为患者提供优质的生活护理，

指导患者合理饮食和睡眠，保证其营养，增强其免疫

力。在分析患者口味和饮食习惯的基础上，为患者制

定科学的个性化饮食计划，保证营养摄入充分。如果

患者处于木僵状态或存在负性心理情绪而不思进食，

护理人员要耐心地采取诱导进食的策略，并嘱患者家

属劝其进餐。如果发现患者有暴饮暴食或不知饥饱的

情况，应加强照护，并嘱咐家属加强关注，如果有必

要，可实施鼻饲饮食或静脉点滴的方法，保证患者的

营养需求，避免发生并发症。鼓励患者积极参与体育

锻炼，白天积极参加业余活动，晚餐后散步，使其形

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与方式。帮助患者合理安排作息时

间，握睡眠技巧，实现快速入睡。如果患者存在入睡

困难，应给予患者适量镇静催眠药加帮助入睡。  
1.3 观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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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护理效果，主要指标是观察

量表（NOSIE）评分、不良事件发生率及依从性。 
1.4 统计学方法 
SPSS23.0 统计学软件处理数据，P＜0.05 表示有统

计学价值。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观察量表（NOSIE）评分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观察量表（NOSIE）评分显著优于

对照组，P＜0.05。 
2.2 两组患者的不良事件发生率比较 
观察组 40 例患者中，发生不良事件的患者 1 例，

总发生率为 2.5%；对照组 40 例患者中，发生不良事

件的患者 8 例，总发生率为 20.0%，观察组患者的不

良事件发生率，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 
2.3 两组患者的依从性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依从性，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 

表 1 两组患者的观察量表( NOSIE) 评分比较（ ，分） 

NOSIE 
观察组 对照组 

入院 3 天内 住院第 2 周末 出院前 1 周 入院 3 天内 住院第 2 周末 出院前 1 周 

社会能力 36.6±4.3 38.9±2.9 39.3±2.5 34.9±4.5 36.5±5.4 38.5±2.7 

社会兴趣 8.6±5.2 9.8±4.6 14.7±5.0 6.2±4.9 4.7±4.6 5.8±5.9 

个人整洁 25.4±5.2 29.8±3.7 30.4±2.8 27.7±5.2 29.2±3.7 30.3±2.8 

激惹 12.5±10.4 5.9±4.8 1.1±0.7 10.7±6.3 4.6±3.0 2.5±3.7 

精神病表现 3.5±4.9 2.1±3.2 1.4±2.0 3.2±4.0 0.8±1.6 0.3±0.6 

迟缓 2.5±4.2 2.8±5.2 1.0±2.1 2.6±4.3 1.5±2.2 0.8±1.6 

抑郁 1.2±1.7 0.5±1.1 0.1±0.3 1.1±1.7 0.4±0.7 0.1±0.5 

总消极分 12.7±12.1 5.2±4.8 3.4±5.1 19.6±14.8 11.3±7.5 3.4±4.3 

总积极分 70.6±8.7 73.1±6.8 84.2±12.1 68.9±11.7 72.7±10.2 82.9±9.6 

总分 185.8±15.7 195.8±8.4 208.6±12.4 177.5±20.3 189.7±15.1 207.3±13.2 

表 2 两组患者的不良事件发生率比较[n(%)] 

组别 例数 跌倒坠床 冲动伤人 外走 压疮 总发生率 

观察组 40 0（0.0） 1（2.5） 0（0.0） 0（0.0） 1（2.5） 

对照组 40 3（7.5） 3（7.5） 1（2.5） 1（2.5） 8（20.0） 

 
     6.241 

P      ＜0.05 

表 3 两组患者的依从性比较[n(%)] 

组别 例数 完全依从 基本依从 不依从 总依从率（%） 

观察组 40 31（77.5） 7（17.5） 2（5.0） 38（95.0） 

对照组 40 11（27.5） 15（37.5） 14（35.0） 26（65.0） 

 
    7.246 

P     ＜0.05 

 
3 讨论 
精神障碍疾病发病原因与遗传因素、生物学、神

经生化病理、社会因素等相关，患者大多需要长时间

的药物治疗，基于精神类疾病的特殊性，患者治疗期

间往往遵医行为较差，因而导致病情反复，增加治疗

难度。这就需要治疗中，要加强对住院患者的护理干

预，有效的护理措施，将能提高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3]。

优质护理措施是一种具有科学性、有质量的护理服务，

秉持“以人为本”的治疗理念，倡导医学的“人文精

神”，其以患者为中心开展护理，深化了护理的专业

sx±
−

2x

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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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可为患者提供科学、高质量的人性化优质护理。

优质护理服务关注患者的身心健康，强调基础护理的

同时，更加注重责任的落实，具有护理优质性、全面

行和针对性，可以辅助医生更好地进行临床治疗，有

助于护理工作水平与质量[4]。优质护理的护理方案目

标明确，将患者看做心理、生物、社会完整的人，尊

重患者权力，重视患者的感受与需求，能够为患者提

供以人为本的系统、全面优质的服务，充分满足其治

疗过程中的生理、心理所需[5]。优质护理服务护理核

心以从“疾病”转向“患者”，充分体现了护理过程

中的人性化和人文化色彩，护理人员从患者的实际情

况入手进行有效干预，能提高患者及其家属对疾病的

认知予依从性，鼓励并安慰患者，消除其内心负面情

绪，强化治疗信心[6]。在本文研究中，观察组患者增

加了优质护理服务，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的观察量

表( NOSIE) 评分、不良事件发生率及依从性等指标，

均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这一结果提示，优质护

理服务在精神病科男病房中进行应用，效果显著。张

莉，董小莉择取精神科开放式病房的 150 例患者，评

价在精神科开放式病房中应用优质护理服务模式取得

的效果。随机分组后，对照组应用精神科常规护理模

式，观察组应用精神科优质护理模式。结果显示，观

察组住院期间意外情况发生率、医院感染发生率、护

理文书书写质量评分、护理满意度等均高于对照组，

提示优质护理模式有利于改善精神科的临床护理情

况。余腊英，吴秀梅，关春兰等选取入院的急性精神

障碍住院男患者 60 例，以随机分组的形式分析优质护

理服务的应用效果，认为优质护理服务对于住院精神

病男患者的治疗和康复具有积极的促进的作用。孙丹

凤采取随机数字表法，以分组比较的方式，对 82 例精

神分裂症患者实施优质护理干预。通过研究结果发现

落实优质护理干预，能够提高患者的用药、活动、情

绪控制等方面遵医行为，改善患者精神分裂症状、生

活质量优于常规护理。孙莉华选取天津市安定医院精

神 78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患者分为优质组和常

规组，分别实施优质护理和常规护理，结果显示，将

优质护理引入精神科护理管理能够显著减少各种不良

事件，提高患者治疗过程中的睡眠与生活质量，还能

增进护患关系，可予以推广应用。陈文婷，程小丽，

潘克芳研究了优质护理对精神科住院患者生活质量的

影响，通过对精神科住院的患者 80 例进行分组，发现

实施优质护理的观察组，其生活质量、护理不安全事

件发生率及护理满意度等指标，都显著优于实施常规

护理的对照组。这说明优质护理干预可有效降低精神

科住院患者的护理缺陷发生率，明显改善患者的生活

质量及护理满意度。上述研究结果均与本文的研究结

果，存在较大的相似性。综上所述，优质护理服务对

于精神病科男病房患者有积极效能，是精神科护理管

理的有效方法，可在临床加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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