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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精神病患者风险评估在女性精神病患者临床应用与护理干预 

廖 恒 

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  四川成都 

【摘要】目的 对住院精神病患者进行风险评估，并采取对应的护理干预措施，分析对患者病情的影响。方

法 选取我院接受治疗的女性精神病患者作为本次研究对象，研究共纳入的样本量为 60 例，患者的收治时间在

2020 年 1 月-2021 年 8 月，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参与研究患者分为观察组（采取风险评估及护理干预）和对照

组（采取常规护理），每组 30 例。对比分析两组的干预效果。结果 两组患者在经过对应的护理干预后，从意外

事件发生概率进行分析，两组数据存在明显差异，观察组要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并且从两组的生活质量评分改善方面比较，观察组要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
女性住院精神病患者的临床治疗中，对患者采取风险评估，掌握患者的风险行为，予以对应的护理干预措施，能

够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降低风险事件的发生概率，保证了患者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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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risk of inpatients with mental illness, and to take corresponding nursing 
intervention measures to analyze the impact on the patient's condition. Methods: The female mentally ill patients who 
received treatment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 sample size included in the study was 60 
cases. The patients were admitted from January 2020 to August 2021.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participants were enrolled The study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an observation group (taking risk assessment and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a control group (taking routine nursing care), with 3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intervention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s: After the corresponding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analyzed from the probability of accidental even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data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mpared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quality of life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In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female inpatients with mental illness, taking risk assessments on the patients, 
grasping the risk behaviors of the patients, and taking corresponding nursing intervention measures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patients, reduce the probability of risk events, and ensure the safety of the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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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患者通常无法正确认知自身病况，受到疾

病的影响，患者常会表现出暴力，易冲动和外走等行

为，若未能及时控制患者的这些行为，可能会造成严

重的不良后果。对精神病患者需要采取有效的护理措

施是有必要的[1]。但是受到病情的影响，精神病通常会

无意识做出危险行为，这类患者在护理过程中存在着

诸多的潜在分析风险，使得临床护理难度增加[2]。因此，

在精神病患者的护理中，需要加强对其风险评估，掌

握患者的动态，根据评估结果制定风险防范措施，将

可能的避免或者减少风险隐患，降低不良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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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保证患者的生命安全[3]。鉴于此，本次对我院收

治的女性住院精神病患者展开分析，采取风险评估及

护理干预，分析其在临床中的应用效果，具体研究内

容阐述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在 2020 年 1 月-2021 年 8 月期间收治的

60 例女性精神病患者展开分析，将其分为观察组（n=30）
和对照组（n=30），分组方法为随机数字表法。观察

组：年龄上限、年龄下限分别为 60 岁、16 岁，平均年

龄（36.24±3.75）岁；病程范围 1-15（6.35±2.09）年。

对照组：年龄上限、年龄下限分别为 59 岁、17 岁，平

均年龄（36.16±3.70）岁；病程范围 2-15（6.42±
2.15）年。从两组患者的基本资料方面进行对比，各项

资料信息差异较小（P＞0.05），适合进行比较。 
1.2 方法 
（1）对照组 
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护理干预，在患者入院后，

对其病情进行基本评估，根据患者的实际病情，及时

对应的常规护理措施 ，保证患者的基本护理安全。 
（2）观察组 
观察组患者实施风险评估及护理干预，具体方法

如下：1）风险评估。在患者入院后，根据患者的病情

进行全面风险评估，风险类型主要有 3 种类型，即为

外走、自伤自杀和冲动，对上述 3 种类型风险从患者

的行为发生时间、频率、造成的后果以及严重程度等

多个方面展开评估，根据评定结果实施对应的风险防

范措施。2）护理干预。在精神病患者的护理中，应重

视患者的需求，以患者为中心，在重视患者病情的同

时，也需要加强心理护理，满足患者的心理需求，从

身心两方面干预，才能够实现最优化护理。在住院精

神病患者的护理时，首先需要对风险事件进行预防和

处理，加强对护理人员的培训，使其能够具备良好的

风险防范意识，加强病房环境和安全管理，密切观察，

发现其中存在的风险，并进行提前预防。同时还需要

密切观察患者的情况，对患者的风险行为原因进行了

解，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避免负性行为所造成的不

良影响。①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精神病患者常会伴

随着孤独感，并且其社交能力明显减弱，在与患者进

行沟通交流的过程中，重视患者的感受，讲究语言上

的艺术性和技巧性，多从患者的角度思考，对患者提

出的护理需求尽可能满足，取得患者的信任，建立良

好的护患关系。在沟通时多鼓励和夸奖患者，让患者

感觉被重视和需要，找到自身的价值所在，进而减少

自伤自杀的念头。②心理护理。由于本次参与研究的

均为女性患者，在月经来临之际，患者常会出现易怒、

忧郁、烦闷等异常情绪变化，通常情况下，这些异常

情绪变化的起始时间在月经前一周，截止时间在月经

来潮停止，在此时间段内，护理人员需要重点观察患

者的心理状态，及时采取对应的心理护理措施，缓解

患者的负性情绪。③加强严重自杀倾向患者的监护。

在患者入院时，询问患者的疾病史，根据患者的具体

情况进行详细风险评估，对于自杀倾向严重的患者，

在患者出院期间护理人员需要加强病房巡视，尤其对

于存在着妄想、幻觉等症状的患者，需要重点观察患

者的各项情况，包括其精神、行为和语言等表现，如

有异常情况，则需要立即告知医生，并协助医生完成

对应处理，以预防自杀事件发生[4]。④外走倾向患者。

这类患者护理人员需要掌握其行踪，加强对患者的监

视，在工作人员的视线范围内活动，并告知患者住院

治疗的重要性，并采取对应的心理疏导，让患者能够

积极配合治疗和护理[5]。⑤冲动型风险患者。对于冲动

型风险特征明显的患者，常会表现出不听劝阻、情绪

波动大等情况，针对这类患者，需要遵医嘱采取保护

性约束，在使用约束工具时，护理人员需要坚强对患

者的巡视，为其提供生活护理，保证患者的生命安全

[6]。⑥加强环境管理和安全管理。精神病患者通常存在

着被害妄想，而且其情绪起伏大，患者对外界环境的

敏感度高，患者对住院治疗有着强烈的抵触情绪。因

此，在病区的设置时，应当更加人性化，以患者的感

受为主，为其提供舒适的治疗环境，提高对住院治疗

的依从性。同时，护理人员还需要加强安全检查，对

于刀、叉、棍棒等危险物品及时收缴，避免自杀和伤

人事件发生。 
1.3 观察指标 
（1）比较两组的意外事件发生情况，记录两组患

者在护理期间发生暴力行为、自伤自杀和冲动行为的

发生例数。 
（2）比较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改善情况， 采用

KPS 评分进行评估，对护理干预前后的生活质量评分

变化情况进行等级划分，若评分增加超过 10 分即为改

善；若评分增加或者减少低于 10 分即为稳定；若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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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超过 10 分即为降低。 
1.4 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输入 SPSS21.0 系统软件中进行计算，以

（ x ±s）进行计量统计，以（%）进行计数统计，t 检
验和ꭓ2检验，P＜0.05 则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比较两组的意外事件发生情况 
根据表 1 数据可知，两组患者均有意外事件发生，

暴力、自伤自杀和冲动行为观察组为 3 例、1 例、1 例，

对照组为 4 例、3 例、5 例，总发生率观察组低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 比较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改善情况 
由表 2 得知，两组患者在护理干预后，生活质量

改善情况进行分析，观察组要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比较两组的意外事件发生情况[n（%），例] 

组别 例数 暴力行为 自伤自杀 冲动行为 总发生率 

观察组 30 3（10.00） 1（3.33） 1（3.33） 5（16.67） 

对照组 30 4（13.33） 3（10.00） 5（16.67） 12（40.00） 

ꭓ2  - - - 4.022 

P  - - - 0.045 

表 2 比较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改善情况[n（%），例] 

组别 例数 改善 稳定 降低 

观察组 30 18（60.00） 8（26.67） 4（13.33） 

对照组 30 10（33.33） 9（30.00） 11（36.67） 

ꭓ2  4.286 0.082 2.455 

P  0.038 0.774 0.117 

3 讨论 
精神病患者对自己的行为控制能力较差，常会出

现无意识行为，并且患者的情绪波动大，易怒，具有

一定的破坏性和伤害性，容易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

对于精神病患者需要有效的护理措施，约束患者的行

为，以免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以往对于精神病住院

患者，主要采取常规护理措施，针对患者的行为予以

对应的处理措施，采取的是强制性的手段，实行隔离

封闭措施，但是这种方法可能会起到反作用，患者的

抵触情绪更加严重，而且容易引起患者及家属的不满，

导致医患纠纷不断[7]。 
在精神病患者的临床护理中，采取风险评估及护

理干预，对患者的风险行为进行全面评估，掌握患者

的行为倾向，采取对应的预防和护理措施，能够有效

控制患者的风险行为，同时针对冲动、暴力和自伤自

杀倾向严重的患者，加强监管，提高对患者的保护力

度，能够有效降低风险事件的发生概率，保证患者的

安全[8]。除此以外，在护理工作的开展过程中，加强对

护理风险隐患的排查，完善护理流程，提高了护理质

量。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和对照组意外事件发

生概率进行比较，存在着明显差异，前者的发生率要

显著低于后者，并且两组的生活质量改善情况作比较，

观察组要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由此表明，对住院精神病患者实施风险评估及

护理干预，在改善患者生活质量的同时，能够有效预

防风险事件发生。分析其原因在于，常规护理模式的

侧重点是实施强制性保护，却忽视了患者的身心需求，

而风险评估及护理干预，对患者的行为进行了综合评

估，根据结果制定个性化的预防护理措施，重视患者

的实际需求，人文观关怀得以体现，同时加强对各环

节护理风险的管控，做到了早发现早干预，进而降低

了临床护理工作中的不良事件发生风险，为患者提供

了更加全面、安全、优质的护理服务[9]。但是需要注意

的是，对于女性精神病患者，在护理中需要重点注意

患者的月经期，在月经前后患者的情绪波动更大，护

理人员需要密切留意患者的情绪变化，及时采取对应

的心理护理措施，保证患者的安全。 
综上所述，住院精神病患者风险评估及护理干预，

在女性精神病患者的临床护理中取得了理想效果，降

低了暴力、自伤自杀和冲动等行为的发生概率，并且

患者的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改善，在精神疾病患者的临

床护理中，有着较高的应用价值，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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