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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整体护理中护患沟通及心理护理技巧探讨 

王晓莹，翟荣华*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〇医院精神心理科  云南昆明 

【摘要】目的 探讨将护患沟通及心理护理运用在精神科整体护理中的效用价值。方法 研究中共选取

78 例患者进行对比实验，遵照随机性原则进行摇号分组，对照与观察组分别 39 例患者，前者沿用常规护

理模式，后者在此基础上联合心理护理及护患沟通技巧，对两组患者的心理状态及满意度。结果 经研究表

明，观察组患者的 SAS、SDS 评分均优于对照组，同时满意度相对较高。（P＜0.05）。结论 对于精神科

患者而言，心理护理及护患沟通措施的实施可有效改善其不良情绪，切实提高其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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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utility value of nurse-patient communication and psychological 
nursing in holistic nursing in psychiatry. Methods: A total of 78 patients were selected for comparative 
experiments in the study,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randomness. There were 
39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and observation groups. The former followed the routine nursing model, and the latter 
combined psychological nursing and nurse-patient communication skills on this basis.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Results: The study showed that the SAS and SDS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satisfaction was relatively high. (P<0.05). 
Conclusion: For psychiatric patients, the implementation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and nurse-patient 
communication measure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ir negative emotions and improve their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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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精神类疾病种类相对较多，病情也有着繁杂多

样的特点，治疗周期相对较长，需长期以药物及其

他治疗方案对其展开病情控制，但基于其疾病特殊

性，患者的依从性也明显较低，对此就需要配合相

应的护理干预手段[1-4]。本次研究对比了两种不同护

理模式的差异表现，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纳入对象为院内收治的精神科患者，时间在

2019 年 12 月~2020 年 11 月区间，随机选取 78 例，

将其均分为两组，实验开始前，我院将患者的性别、

年龄以及病程均详细录入电子档案库，整合患者的

信息资料，具体如下： 
①性别比例：对照组与观察组男女人数分别为

21、18 例、22、17 例。 
②年龄分布：平均年龄为（40.31±5.11）岁、

（41.79±5.36）岁。 
③病程分布：平均病程（2.36±0.87）年、（2.12

±0.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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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患者病情均符合研究标准，知情并签署同

意书，两组患者的临床线性资料相比具有同质性（P
＞0.05）。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在住院治疗期间，护理人员应当根

据医生的嘱咐对其展开相应的护理，其中包含用药、

饮食等多方面的指导，同时还需要做好日常安全管

理以及情绪安抚工作，以此来稳定患者情绪、保障

其生命健康。 
在对观察组患者实施整体护理时，还应当着重

视心理护理及护患沟通，在符合标准的前提下尽量

满足患者的各项需求，以此来提高患者遵医从医性。

主要可从以下几方面展开：①入院评估，因每位患

者的病情、心理状态有着较大的差异，为保证后续

护理方案的相符性与针对性，还应当结合患者的资

料对其进行详细分析，并通过观察的方式认真辨别

患者的意图，判断采取何种有效的沟通与护理方式，

同时提前构建整体护理小组，纳入人员均具备丰富

工作经验及专业技能水平，从根本上提高护理质量
[5-8]。②健康宣教，多数患者及家属对精神疾病相关

知识了解甚微，因此其配合度一直无法得到有效提

升，对此护理人员还需要在入院时就对其进行健康

宣教，为其讲解精神类疾病的发病原因、各行为表

现以及所要注意的事项、预防及管理方法，在该过

程中还可要求家属积极参与其中，使其能够充分认

识到沟通在促进患者康复中所起到的作用，在后期

治疗期间能够配合医生对患者进行管理，并可及时

发现异常，最大程度保障患者的生命安全。③心理

护理，因精神病患者受到疾病影响其情绪大都无法

控制，并会带动其出现各不良行为，如抗拒治疗、

焦躁不安等，这也给治疗工作的有效开展带来一定

阻碍。对此护理人员还应当及时对其展开心理疏导，

并通过心理暗示的方式对其行为及意识进行矫正，

使其能够对自身疾病有正确认知，认识到积极配合

治疗的重要性。与此同时，护理人员还需要为其设

定良好的康复环境，减轻患者因陌生感所产生的焦

躁不安表现，消除其悲观情绪，使其能够在温馨、

安静的病房内得到有效治疗。其次还需要鼓励患者

多参加一些活动，在交流过程中切实提高其人际交

往能力[9-13]。④语言沟通，语言作为护患之间的主

要桥梁，其对所建立关系的良好性有着密切关联，

在对精神病患者展开护理时，还应当根据其喜好特

点与其进行交流，通过兴趣点来引起患者的共鸣，

并逐步引导其恢复对事物正确认知，对于不同情绪

的患者可采取不同的沟通方式，如注意安抚情绪较

为脆弱的患者，耐心开导情绪易激动患者，并鼓励

患者说出自己的内心想法及疑问，并认真且详细地

回答，并时刻保持耐心，注意保护患者的隐私，尽

量不在患者面前提前敏感话题，以免给患者造成刺

激[14-16]。 
1.3 观察指标 
在实施护理前后利用焦虑、抑郁自评量表对患

者的心理状态进行评分，分值线分别为 50、53 分，

分值越低表明患者的情绪越优，反之为差。同时采

取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患者及其家属的满意度，各

分值区间代表不同满意度等级，患者可根据实际情

况进行评判，总满意度=（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人

数之和）÷小组总人数。问卷共发放 78 份，收回

78 份，回收有效率为 100%。 
1.4 统计学处理 
患者的基本资料和满意度及心理状态评分则为

研究中的计数资料，需采用计算机中的 SPSS21.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比较。（x±s）作为计量的

资料，[n，（%）]表示计数资料，检验可用 t、X2,
数据比较后若 P＜0.05，则证明数据相比差异较大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通过两组患者心理状态评分来看，在护理

前各项评分相对较为均衡。（P＞0.05），在采取不

同护理措施后均得到有效缓解，与对照组相比，观

察组的评分明显较优，数据之间有显著差异表现（P
＜0.05）。具体数值见表 1。 

2.2 在对两组患者满意度评分整合分析后所

得，观察患者的评分多集中在八十分以上，不满意

人数为 0 例，而对照组为 4 例，总满意率分别为

76.92%、94.87%，组间经对比有一定差异。（P＜
0.05）。如表 2 所示。 

3 讨论 
近些年来，我国精神疾病的发病率逐年提升，

主要是由于生活压力、外部环境、情感、遗传等一

些因素所致，在长期处于高压下，人们的心理难免

会发生变化，久而久之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认知、 



王晓莹，翟荣华                                                     精神科整体护理中护患沟通及心理护理技巧探讨 

- 80 -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 SAS 及 SDS 评分比较（n/%），（x±s） 

组别 n 
SAS SDS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39 57.36±4.01 48.81±4.59 59.87±3.67 49.93±4.39 

观察组 39 58.1±4.22 37.02±5.24 60.55±3.82 38.77±4.87 

t  0.261 7.362 0.354 6.812 

P 值  ＞0.05 ＜0.05 ＞0.05 ＜0.05 

表 2 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对比（n/%），（x±s） 

组别 n 90~100 80~89 60~79 ≤59 总满意率（%） 

对照组 39 16 14 5 4 30（76.92%） 

观察组 39 25 12 2 0 37（94.87%） 

X2  4.692 3.981 4.628 6.577 7.621 

P 值  ＜0.05 ＜0.05 ＜0.05 ＜0.05 ＜0.05 

 
情感、行为等活动障碍，对此就需要积极展开治疗，

以此来控制病情发展，促进患者尽快康复，从根本

上提高其生活质量水平[17-20]。本次研究对两组患者

分别采取不同护理模式，通过表格来看，观察组患

者的心理状态在护理后明显较优，满意度得到有效

提升。（P＜0.05）。 
综上所述，精神病患者本就有着认知障碍，其

情绪也处于极其不稳定状态，而对其展开心理护理

并选取相应的护患沟通技巧能够大大改善其不良心

理，满足其心理需求，切实提高治疗效果。具有一

定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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