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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护理措施在精神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效果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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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本文重在探讨综合护理措施在精神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 方法：选取我医院精神科护理人员 25名。 选取
2019年我院收治的 20位患者作为研究案例,划分为对照组、观察组。 研究结果：观察组护理水平优于对照组。 结论：综合护
理能有效提高护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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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由于精神科患者与正常人思维存在较大差异,所以,当

医务人员在护理精神科患者必须加以区别, 应从精神科患
者疾病类型、特点来制定相对应的护理措施,提供更多必要
的帮助,应站在患者的立场思考问题,给予患者无微不至的
护理服务,以护理质量作为护理核心,重视各个不同环节的
护理,强化护理管理工作,提高院内护理人员综合能力与水
平。 现将具体的治疗研究方案整理成下文：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医院精神科护理人员 25名。 选取 2019年我院

收治的 20位患者作为研究案例,划分为对照组、观察组。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传统护理方法。 观察组：采用综合护理措

施,具体如下：
①制定完善的管理方案,将循证护理应用其中,即研

究问题,根据问题的难点、特点来制定相关的问题解决方案,
旨在更完美的解决护理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 是从感性认
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由此形成一种新的护理理念。②
重视团队,加强对患者的各项护理工作,精神科患者属于比
较特殊的一类患者, 由于这类患者思维与行为与普通一类
患者有着很大不同,存在着较大差异,患者通常会出现注意
力不集中,好动,或出现幻觉及妄想症状,情绪激动时候会
引起自残, 或十分抗拒与陌生人接触等, 对于这样一种情
况, 护理人员应结合患者的患者的特殊性制定相对应的护
理措施,并根据以往的护理经验灵活的来安抚患者,提供优
质护理服务, 选择最好的治疗方案来护理好患者。 还有就
是,重视团队管理,增强团队凝聚力,提高团队的合作气氛,
将现代护理精神贯穿于所有工作环节当中,提高操作水平,
最终达到提高护理质量的目的。 ③加强心理干预与疏导患
者情绪。 ④重视患者起居护理,定期为患者做好护理工作,
如：按时为患者做好日常清洁护理,包括洗漱、修剪指甲、按
摩等。⑤按时喂药,按时叮嘱患者吃饭、饮水,重视与患者沟
通。

1.3 软件
本次使用将会采用 SPSS19.0进行计算,当 P＜0.05时,

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观察组患者满意度优于对照组,各项评分均高于对照

组,P＞0.05,具体参考表 1、表 2 、表 3、表 4：
表 1 观察组、对照组患者精神状态调查

表 2 观察组、对照组患者生活情况调查

表 3 观察组、对照组患者治病效果分析

表 4 观察组、对照组患者治病依从性

3.讨论
综合护理对精神科患者护理具有很重要帮助, 具体表

现为不但重视某一项的护理细节,同时也十分重视生活、治
疗护理等。 护理人员在工作的过程中应本着自己使命努力
做好护理工作。另外,应该根据各班工作情况安排好护理人
员,重视业务技能学习、考核,使护理人员能够能满足工作
上所提出的要求,能够胜任这份工作,如：掌握扎实的护理
基础、方法及具备举一反三的能力等。重视不同护理细节管
理,强化护理责任及机制,约束护理人员的行为,最终是确
保各项护理工作能有条不紊地开展下去, 提高综合护理水
平与质量。如：使医护人员掌握消毒、隔离操作技能,熟练的
使用各种医疗器械,掌握具体的常规护理方法,能服务好不
同的患者,并能加强对患者心理干预,与患者进行沟通,能
够处理护理中各种紧急情况,积累更多工作经验。
4.精神科患者护理中常见的问题
①由于一部分患者因身体缘故,必须长期卧床治病,由

此,导致患者身体机体能力减退,生活无法自理,对健康护
理方面的知识的认识比较缺乏。 ②一部分患者人员由于对
基础护理活动没有予以更多关注, 导致这部分人员主动性
较差,导致很多工作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最终影响到的执
行效果,无法及时发现所存在的问题与解决问题。③由于医
院长期存在重视医疗技术,而忽视院内护理水平,导致相当
一部分护理人员得不到重视,于是,就会影响到护理人员工
作积极性,经常有护理人员抱怨自己的薪资不高,无法很好
地专注工作。医院内排版管理制度比较落后,由此就比较容
易导致护理人员在夜班护理过程中引起安全隐患。 有一部
分护理工作者工作能力及技术存在不足,经验也不够丰富。
5.精神科患者护理中的问题解决对策
①针对一部分患者因身体原因,无法自理这一问题,护

理人员应每日对患者做身体护理工作,在治病期间,应大力
普及一些健康护理知识, 使患者能理解关于这一方面的知
识。 护理人员在护理患者的过程中,每日帮助患者做锻炼,

组别 例数 良好（%） 一般（%） 差（%）

观察组 10 6 2 2

对照组 10 2 3 5

护理研究

组别 例数 按时吃饭（/人） 按时饮水（/人） 按时作息（/人） 按时吃药（/人）

观察组 10 8 7 6 8

对照组 10 4 5 5 5

组别 例数 良好（%） 一般（%） 差（%）

观察组 10 7 2 1
对照组 10 3 2 5

组别 例数 愿意配合治疗（%） 不大愿意配合治疗（%） 拒绝接受治疗（%）

观察组 10 8 1 1

对照组 10 3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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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早、中、晚各一次,每次锻炼十五分钟。每日为患者做好
身体清洁护理工作。

②约束护理人员工作行为,加强对他们的监督工作,对
任何违反工作条例, 或不遵守相关纪律人员按照规定给予
一定的处罚。对一部分工作上存在懈怠的护理人员,应加强
思想批评,令其做好检讨。组织护理人员学习护理理论基础
与口头考核。对于一部技术不过硬与经验缺乏的护理人员,
每周进行一次单独的操作演示考核, 重视对他们工作上的
监督,使其在工作中不断积累更多工作经验,为日后更好的
工作做好准备。

③应进一步强化基础护理管理质量,加强对护理人员
知识技能考核, 各个不同级别的护理人员应做好自己基础
护理工作,落实岗位责任制,加强内部管理。 制定更人性化
的夜班轮班制定,如：每周轮换一次夜班等。

6.结论
精神科患者其的思维、行为方式异于常人,在护理这些

患者时候,护理人员应做好各个不同环节护理工作,加强细
节上的管理,在护理的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若出现问题,那
么都有可能会降低护理质量,引起护理缺陷出现,这无疑将
会给患者的生活都带来巨大影响。 所以,对此断不可忽视,
甚至还会因此引起很多医患纠纷出现。对此,护理人员必须
对此引起足够关注,必须做好综合护理工作,强化责任及提
高警惕,务必要做到万无一失,安全可靠,合理地来制定一
些相对应的护理措施,让患者能获得更好的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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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并发症,甚至死亡。除了临床对症治疗外,有效的护理对患
者病情的好转也有非常大的帮助。 本研究中,观察组治疗后
的WHOQOL-100评分高于对照组、PANAS评分低于对照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由此说明在蛛网膜下腔
出血早期脑损伤患者护理中实施系统化护理,可以有效改善
其情绪状态以及生存状态。 蛛网膜下腔出血早期脑损伤常
规护理虽具有一定的效果,但对患者情绪状态以及生存状态
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系统化护理不仅给予患者治疗上的辅
助,而且还针对其身心状态进行干预,体现出全面性、针对性
以及系统性等特点,有利于提升护理质量[5]。 系统化护理中,
通过心理护理,可以帮助患者消除消极情绪,使其保持良好
的情绪状态,可以有效避免因情绪波动引起症状加重；加强
病情观察是达到有效治疗、预防并发症的重要措施,可有效
控制病情,预防病情恶化；饮食护理对患者病情的好转也有
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大多数患者年龄较大,再加上疾病的
影响导致身体机能下降, 所以必须及时补充适当的营养物
质,以满足人体营养需求,同时还可以预防便秘；对患者进行
健康宣教,有利于提高患者的主观能动性,增强其自我管理
能力,在日常中学会控制情绪,主动遵循良好的生活方式,可

以避免病情加重或再次出血,促进其生存状态的改善。
综上所述,对蛛网膜下腔出血早期脑损伤患者实施系统

化护理可取得显著的效果,有利于改善其生存状态与情绪状
态,对其病情的好转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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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对象,分组实施护理干预。 结果中实验组患者的抑郁评分
更低,说明人文护理模式能够明显改善患者的负面情绪。 患
者的满意度提高说明人文护理模式能够满足患者的需求,有
利于患者预后的改善。

综上所述,对自杀自伤性药物中毒患者应用人文护理能
够有效减轻患者的心理压力,促进患者早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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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实验中, 观察组护理总满意度与总依从性均高于

对照组(P<0.05),可见经综合优质护理,可显著改善患儿治
疗依从性,且受患儿家属广泛接受,效果显著。

综上所述,在患儿治疗过程中给予有效的护理干预,对
患儿药物治疗过程中的不适症状与病情变化进行干预,有效
改善患儿病情,促进患儿及早康复,同时在护理过程中密切
关注患儿家属的心理情绪,给予有效疏导,促使护理满意度
显著提高,其应用效果显著,值得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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