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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分组护理在精神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黄姬丽   林友虹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福州神经精神病院  福建福州  350008）

摘要：目的　通过临床观察探究精神科护理管理中应用责任分组护理的效果。方法　通过回顾性分析的方法选择曾于 2012 年 6 月到 2017

年 6 月在我院精神科室接受过治疗的 240 例精神类疾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分配的原则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保证两组患者在年

龄、性别以及病程、疾病总类等方面相差不大（P>0.05）。对对照组患者采用传统的护理干预手段，观察组则应该在对照组传统护理基础上，进

行责任分组护理干预；通过一段时间的护理干预，观察并且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以及护理满意度情况。结果　分别对两组患者开展常规护理

干预后，对照组的护理满意度明显低于观察组，且护理质量也明显不如观察组，两组在护理满意度和护理质量方面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责任分组护理在精神科护理管理中具有较高的应用效果，对于提升护理质量、改善质量效果具有重要意义，值得精神科临床护理中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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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精神科患者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患有精神科疾病的患者往往在认

知、脑部功能等方面存在障碍，患者在失去理智的情况下，如果没有

人护理或者看护，经常会出现意外伤人、自残自杀等不良事故，所以

做好精神病科室患者的治疗和护理就变得尤为重要。精神科护理是辅

助治疗精神类疾病的前提和保证，合理的护理干预能够从多个角度入

手，加强护理管理中的安全防范，其中责任分组护理就是最有效的护理

形式。下面，本研究通过回顾性分析的方法选择曾于我院精神科收治

的 240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现对其临床资料进行分析，探究责任分组

护理模式在精神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效果，现将探究过程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通过回顾性分析的方法选择曾我院精神科室接受过治疗的 240

例精神类疾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这 240 例患者均为 2012 年 6 月到

2017 年 6 月在我院精神病科收治的患者，其中男性患者 135 例，女性

患者105例；年龄最大为71周岁，最小为24周岁，平均年龄45.4周岁；

病程在 0.5 年到 16 年不等；按照随机分配的原则将这 240 例患者分

为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每组 120 例患者；在组间分配时应保证两组

患者在年龄、性别以及病程、疾病总类等方面相差不大，且均选择同

等护理水平的护理人员完成护理工作，每组 30 名护理人员负责，各

项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给予对照组的120例患者常规性的护理干预，做好病房内的管理、

卫生、通风等基础工作，并且做好患者的用药指导和饮食引导。而观

察组 120 例患者则应该在对照组传统护理干预的基础上，进行责任分

组，具体护理责任如下：（1）护士分工。观察组的 30例护理人员中，

由一名护士长负责整个病房的护理管理工作，且该护士长应该具有丰

富的护理经验，具有一定的管理能力和责任意识，能够对紧急情况做

到随机应变。其余的 29 名护理人员组成多个护理小组，每组选出 1

名经验丰富的护理人员担任小组长；护理人员应该对患者进行一对一

的专科护理，做好生活护理引导，并且做好患者的各项身体指标的测

量和记录，从心理护理、健康宣教、知识传输等方面入手，保证护理

的全面和完善性。（2）具体护理责任分配。要求每一名护理人员都

应该结合患者的病症特点和现状，落实护理责任到每一个小组。其中

护士长的主要职责就是不定期的进行病房的查看，督促护理人员做好

基础护理工作，通过实时的监督，来紧抓护理质量、提升护理水平；

其次，护士长还应该组织所有护理人员建立并且健全相关护理制度，

在制度的落实中应该参考所有人的意见，当意见达成一致时，则应该

发行使用，严格按照制度要求完成相关工作的完成；再者，各护理小

组长应该对各自小组内的成员进行护理工作的分工，将每项工作落实

到个人，在对组间护理工作进行分工、调配的同时，还应该做好工作

中的护理指导，尤其是对于一些经验不够丰富的员工而言，更应该规

范其护理指导。最后，每个护士在负责的护理患者以及护理工作的分

配上，应该保证合理性，每个人的工作不宜太多，保证每个护理人员

都能够有足够的经历能够照顾好每一个患者。护理人员负责的工作主

要有患者的方便辅助、常规的心里辅导、合理膳食结构的搭建以及病

床上的各种安全防护等。在心理护理方面，护理人员应该从患者性格

特点入手，选择合理的方式完成与患者的沟通，当患者产生不良或者

压抑情绪时，护理人员可以引导患者进行合理的发泄，释放内心的压

力，有效改善患者的不良心理；而且还可以通过定期宣教的形式，对

患者进行健康知识的传导，指导患者的健康行为，让患者对于自身病

症具有充分的重视，产生战胜病魔的信心。

1.3 观察指标

分别对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进行护理质量、护理满意度的比较和

评分，比较两组护理人员的护理效果。

1.4 护理效果评价标准

分别对两组护理人员进行护理质量评价，让相应的患者从护理表

格书写、监护护理、精神病护理以及护理服务水平等方面进行评分，

满分为 100 分，分值越高表示护理质量越好。

1.5 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采用 SPSS 系列软件进行统计学数据处理分析，计数资料

采用卡方检验，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P<0.05 时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质量比较

观察组和对照组分别接受过不同的护理干预后，均取得了不同的

护理效果，现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进行护理表格书写、监护护理、精

神病护理以及护理服务水平等方面的评分，对照组的综合评分明细低

于观察组，组建比较具有显著差异，具体结果如表 1：

表 1：观察组和对照组护理质量评分比较（分）

组别 总例数 护理表格书写 监护护理 精神病护理 护理服务水平

对照组 120 例 89.75 91.02 88.74 81.96

观察组 120 例 97.34 98.74 96.87 96.89

2.2 护理满意度比较

对照组患者的护理满意例数为 88 例，护理满意度为 73.3%，观

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例数为 118 例，护理满意度为 98.3%。组间比较

具有显著差异，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精神科室疾病是影响人们身体健康的主要疾病总类，有效的护理

干预对于患者身心健康的恢复具有重要意义；多年的临床实践表明：

责任分组护理在精神科室护理中具有广泛的应用意义，该护理模式从

护理质量、护理模式、护理分配以及护理责任等方面入手，全面满足

患者的需求。本研究通过回顾性分析的方法探究临床护理中应用责任

分组护理在精神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意义，结果发现采用责任分组护

理的观察组比常规传统护理干预的对照组具有更好的护理效果；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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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两组不良心理状态改善情况比较（χ±s）分

组别 例数 时间 SAS SDS

观察组 34
护理前 65.27±1.57 67.88±2.74

护理后 43.48±3.61 45.21±1.88

对照组 34
护理前 65.43±1.62 67.95±2.81

护理后 60.72±2.87 61.40±2.34

2.4 生活质量情况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对比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4。

表 4：两组生活质量情况比较（χ±s）分

组别 例数 日常生活能力 自我照顾能力 沟通交流 家庭成员相处

观察组 34 91.35±1.04 90.66±1.02 92.53±1.01 92.02±1.04

对照组 34 71.95±1.12 76.07±1.03 75.62±1.10 73.65±1.12

t 值 3.963 4.803 4.752 6.084

P 值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DCM心衰不但病程长，而且在发作时会出现心脏停博、心悸、胸闷、

全身不适等情况，致使患者产生不良心理，如恐惧、抑郁、焦虑等，

当不良情绪较为严重时则会加重心肌耗氧量，促使病情加重。心力衰

竭是该病容易引发的常见并发症，会明显增加病情程度，导致患者在

病情发展的过程中随时可能死亡。所以，为每位患者制定个体化的护

理干预，不但有利于提升治疗有效性，也可提升护理质量。个体化护

理模式是在了解和掌握患者的学历、年龄、性格、生活环境等后，综

合患者的各方面情况而制定的针对性护理。不但可降低不良情绪的干

扰，也可提高治疗依从性和主动性，而且对患者进行亲情帮助，增加

其治疗疾病的信心 [4]。 

在人体肌肉组织中血钾成分降低会引发肌无力以及呼吸机麻痹等

症状，严重时会引发心脏骤停以致死亡。在 DCM 心衰治疗中，患者需

要长期服用扩血管药、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利尿剂以及洋地黄类

正性肌力药，导致电解质紊乱、不良反应加重 [5]。个体化护理干预在

用药护理中告知患者按医嘱服药，并讲述服药后可能出现的不良症状，

定时对血电解质水平进行检测，倾听患者倾述，出现问题尽早处理，

进行健康教育和功能训练，可在不同程度上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加速

心功能康复。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各项

心功能指标、SDS评分、SAS评分和各项生活质量评分等均更为显著，

这说明个体化护理干预的实施能提高 DCM 心衰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

度，缓解负面情绪，改善心功能和生活质量，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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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例患者入院时，处于癫痫发作，意识不清状态，妥善安置体位

后，立即给予双上肢保护性约束，床栏保护，防止坠床，观察约束部

位的皮温、肢体活动，及时调整约束带的松紧度，防止医源性损伤。

专人守护，观察和记录癫痫发作的全过程、意识状态、瞳孔的变化以

及抽搐的部位、持续时间、间隔时间等。急诊处置后，予收住重症监

护室进一步治疗。

3 小结

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伴发癫痫在临床上较为少见，且病情危重，变

化快。此类患者的早期护理，需要积极的给予针对性的急救措施，实

施个性化的护理，主动观察病情，及时调整护理措施，才能得到有效

的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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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降低风险中人为及系统因素，减少组织上的风险确保医疗质量

的提高是风险管理的主要任务。危重病人常同时有多个系统、器官组

织在原发病因作用下遭受创伤，病情错综复杂，各种侵入性操作治疗

多、风险大。需要医护人员具有广泛的急救知识，并能熟练应用多种

监护、抢救仪器和设备，对病人进行严格的监护。因此，加强风险管理，

不仅提高护士对风险管理的认识，而且对培养护士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进而提高护理质量具有积极的作用。本调查结果显示，实

施护理风险管理后，护士操作熟练程度、护理文书书写规范性、服务

态度、沟通能力、责任心、应急能力和病人满意度均明显优于实施前，

实施管理前后比较，均 P ＜ 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这与相关研

究的结果相似。结果提示，护理风险管理在 ICU 护理管理中的应用不

仅提高护士对风险管理的认识，使其能按各种有关规范和制度实施各

种护理操作，而且使护士能不断加强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学习，从而

提高护理质量和病人的满意度。

在 ICU 护理管理中实施风险管理，能够有效提高护士的风险管

理意识和业务素质，提高护理质量，从而减少和消除护理风险对病人

的危害，提高病人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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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神科护理管理中有效应用责任分组护理，对于护理质量的提升和

护理满意度的提升具有重要效果，值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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