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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服务在精神科护理中的效果与体会研究
李玉珍   陈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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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临床观察探究优质护理服务在精神科护理中的应用效果和护理体会。方法　通过回顾性分析的方法随机选取曾于 2011

年 10 月到 2016 年 10 月曾于我院精神科室接受过治疗的 160 例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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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组

80 例患者；在组间分配中，保证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病症等方面都相差不大，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给予对照组常规的护理

干预，观察组患者在常规护理基础的前提下，给予舒适护理干预，观察并且记录好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和护理效果。结果　通过对两组患者开

展不同的护理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具有显著差异，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精神科疾病

的护理中，优质的护理干预对于增强患者信心、提高护理安全性具有重要意义，且优质护理服务下，患者的满意度更高，值得临床医学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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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临床医学上，精神类疾病是影响患者身心健康的主要疾病

总类；且近年来精神疾病在各个群体中的发作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

对于该疾病的治疗与诊断，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注意和重视。且社会

经济发展下，人们在医疗中追求更加优质的护理服务，并且希望在治

疗疾病的过程中也能够实现心理上的安慰。由此，精神类疾病治疗中，

应该优化护理服务，提高护理质量，给予患者更多的关怀，促进患者

的恢复。下面，本文就我院精神科室曾经收治的 160 例精神病患者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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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给

予常规护理服务和优质护理干预，探究优质护理服务在精神科室疾病

治疗中的作用；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通过回顾性分析的方法随机选取曾于 2011 年 10 月到 2016 年 10

月曾于我院精神科室接受过治疗的 160 例精神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在这被选作研究对象的 160 例患者中男性患者为 101 例，女性患者为

59例，按照随机分配的原则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每组80例患者；

在组间分配中，保证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病症以及病情的严重性

等方面都相差不大，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1.2 护理方法

1.2.1 对照组护理：对于对照组的 80 例患者采取常规的护理干

预，保证病房内空气的及时流通，做好卫生打扫，并且对患者进行常

规的药物指导，观察患者的各项体征并且做好记录，为主治医生在治

疗中提供参考依据。

1.2.2 观察组护理：对于观察组的 80 例患者，则在对照组护理

干预的基础上，给予优质护理服务。首先，精神科室的护理人员应该

更新服务思想、完善服务理念，在护理实践中不断提升自己的护理水

平和质量，并且不断学习优质护理服务相关知识，秉着“一切为了患者”

的理念，将优质护理服务落实到具体行动中，拒绝空谈口号、不落实

实际的现状，给予患者足够的关心，消除患者的消极情绪，树立战胜

病魔的信心。其次，完善精神科护理模式，在护理实践中增加护理奖

惩制度，并且有效践行，有效调动起护理人员在护理实践中的积极性，

明确护理服务到每个人，每一个护理工作人员都给予一定的督促，督

促其完成各项护理服务。在护理记录以及各类护理资料中，应该突出

护理过程的人性化和专业化，加强患者与护理人员的接触；并且为每

一个护理人员进行定期的考核，患者的满意度也列入其中，根据对于

护理人员的综合评分进行奖励或者惩罚。再者，在病房内粘贴各项指

导标识，做好物品的摆放，保证患者各项日常生活工作开展的合理性，

指导患者正常的饮食和睡眠，以及正常用药等等，让患者能够积极主

动的接受治疗。最后，还应该对患者进行心理护理指导和健康教育；

精神类疾病患者难免有一定的暴力倾向，这种情绪会严重影响患者的

身心发展，所以护理人员应该注重引导患者正确释放自己的心理情绪，

让患者的不良情绪转化为战胜病魔的动力；并且护理人员应该加强健

康宣教，让患者学习并且逐渐掌握相关疾病知识，鼓励患者具有战胜

病魔的信心，必要时可以引进一些成功的案例来鼓励患者。护理人员

还应该做好每天的巡查工作，看护患者的各种动作，指导正常用药和

饮食，对于走路不稳的患者，护理人员更应该加强巡视力度。

1.3 观察指标

护理完成后，对两组患者发放调查问卷来统计护理满意度，满意

度分为非常满意、基本满意、一般满意和不满意四种情况；调查问卷

的得分总共为 100 分，分值越高表示护理满意度和护理质量就越高。

满意率 =（非常满意 +基本满意 +一般满意）/总例数 *100%。

1.4 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采用 SPSS 系列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数资料采用例数

和百分比表示，进行卡方检验；计量资料采用标准差表示，进行t检验，

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较

分别对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进行不同的护理干预可以看出，观察

组护理满意例数为 78 例，护理满意度为 97.50%；对照组护理满意例

数为69例，护理满意度为86.25%；两组数据组间比较具有明显差异，

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具体结果见表 1：

表 1：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护理满意情况比较（例 /%）

组别
患者

总数

非常满意

例数

基本满意

例数

一般满意

例数

不满意

例数

护理

满意度（%）

对照组 80 例 38 例 26 例 5 例 11 例 86.25

观察组 80 例 42 例 30 例 6 例 2 例 97.50

2.2 两组患者在不同护理模式下治疗情况比较

分别对两组患者开展不同的护理干预后，对照组患者发生精神分

裂症、狂躁症以及癫痫病、精神障碍的例数为 51 例，占比 63.75%；

而观察组患者发生精神分裂症、狂躁症以及癫痫病、精神障碍的例数

为 12 例，占比 15.0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精神类疾病一直是影响人们生命质量的主要疾病种类；当前，由

于患者对于自身病症的认识不足，再加上治疗的不配合，在治疗过程

中遇到了许多障碍。经过多年的医学实践发现，优质护理服务在精神

科室的应用中具有广泛的意义。本研究通过回顾性分析的方法随机选

择曾于 2011 年 10 月到 2016 年 10 月曾于我院精神科室接受过治疗的

160 例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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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采取常规护理干预和优质护理干预，结果发现观察

组的护理满意度以及治疗效果比对照组更好，由此表明，优质护理服

务在临床精神病症的治疗中值得推广使用，具有广泛的应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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