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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理念在精神科护理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黄晓梅   （怀化市第四人民医院  湖南怀化  418000）

摘要：目的　探究在精神科护理中应用以人为本理念的价值。方法　选取精神科患者 100 例，时间为 2015 年 2 月 -2017 年 2 月，根据其

入院时间差异分组，其中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实验组则在护理中应用以人为本理念，对比 2 组精神科患者护理结果的差异性。结果　2 组精

神科患者干预后的心理状态均较干预前改善，其中实验组心理状态改善程度优于对照组（P<0.05）；实验组康复疗效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精神科患者接受以人为本理念的护理，对改善其预后十分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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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疾病是指严重心理障碍，患者的情感、动作行为、认识、意

识等心理活动存在明显的异常，使得其无法正常学习、工作和生活的

一种疾病 [1]。精神科疾病患者，其属于社会弱势群众，多数患者的认

知能力以及情感能力较差，临床治疗存在一定的难度，在精神科疾病

患者接受治疗的过程中，为其实施有效的护理干预，则可促进治疗效

果的改善 [2]。本文主要对精神科护理中应用以人为本理念的价值作分

析，如下文：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本资料

选取精神科患者 100 例，时间为 2015 年 2 月 -2017 年 2 月，根

据其入院时间差异分组，其中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实验组则在护理

中应用以人为本理念，50 例为一组。实验组中，男女之比为 28/22，

年龄范围为 23 岁 -66 岁，年龄均值为（38.89±3.26）岁，病程范围

为 0.5 年 -12 年，病程均值为（5.58±2.33）年。对照组中，男女之

比为 29/21，年龄范围为 23 岁 -68 岁，年龄均值为（38.93±3.35）

岁，病程范围为 0.5 年 -11 年，病程均值为（5.62±2.35）年。本次

研究已通过伦理委员会的批准，2组精神科患者进行基本资料的对比，

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精神科患者接受常规护理干预，即给予患者常规的用药指

导、病房护理以及饮食干预等。实验组精神科患者则接受以人为本理

念的护理干预，具体措施为：

1.2.1 入院评估，在精神科患者入院后，即积极与其家属进行交

流和沟通，对患者的具体兴趣爱好、生活习惯、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家

庭环境等进行了解，以患者的实际情况为依据，充分对患者的个体差

异进行考虑，并为其制定个性化的护理干预方案。

1.2.2 心理护理，精神科患者多数存在情绪低落、心理状态不稳

定的情况，在为其实施疾病治疗的过程中，其较易出现害怕、烦躁、

恐惧、抑郁等不良心理，对其治疗的顺利性造成影响。护理人员应多

与患者沟通和交流，在交流的过程中，保持和蔼、亲切的态度，耐心

倾听患者的主诉，并适当的开导，对其不良情绪进行安抚，尽量满足

其合理的需求，使其能够保持积极的心理状态配合临床治疗。

1.2.3 人文关怀，实施护理服务的过程中，护理人员应从精神上、

心理上、情感上给予患者支持干预，保持语言的柔和、面带微笑，为

其讲解精神疾病、疾病治疗和预后等相关知识，促进其疾病认知能力

的提高，同时为其列举成功的案例，充分鼓励患者，使其建立疾病治

疗的信心。若患者较易出现烦躁不安、紧张、焦虑等心理，则可通过

视频播放、音乐聆听等方式来对其注意力转移，促进其心理压力的缓

解 [3]。

1.2.4 家属陪护，护理人员在为精神科疾病患者实施护理服务的

过程中，同时应积极与其家属沟通，嘱咐其多给予患者关心，尽量增

加陪护患者的时间，并鼓励其积极与患者进行交流，理解和安慰患者，

给予其心理支持和家庭情感支持，使得精神科患者充分感受到社会和

家庭的关爱，更好保持积极状态面对治疗。

1.3 观察指标

对 2 组精神科患者干预前后的心理状态（SAS 焦虑自评量表评价

焦虑状态，SDS 抑郁自评量表评价抑郁状态）进行观察分析，同时对

比 2 组干预后疗效的差异性，采用 IPROS 康复疗效评定表进行评价，

主要包括个人卫生、兴趣爱好、社交能力、生活能力这 4 个项目，每

个项目为 5分，分数越低，表示患者的疗效越好。

1.4 数据处理

研究数据均严格录入 SPSS22.00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性别等计

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心理状态评分等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P<0.05

时，统计学有意义。

2 结果

2.1 心理状态

2 组精神科患者干预后的心理状态均较干预前改善，其中实验组

心理状态改善程度优于对照组（P<0.05）。如表 1：

表 1：两组心理状态对比 (χ±s)

组别
例数

（n）

SAS 评分（分） SDS 评分（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实验组 50 58.77±5.96 45.12±3.20 53.13±5.01 40.07±2.95

对照组 50 59.02±5.87 51.07±4.64 52.95±4.98 46.22±3.73

2.2 康复疗效

实验组精神科患者康复的疗效优于对照组（P<0.05）。如表 2：

表 2：两组康复疗效对比 (χ±s、分 )

组别 例数（n） 个人卫生 兴趣爱好 社交能力 生活能力

实验组 50 1.71±0.20 1.65±0.30 1.51±0.27 1.70±0.13

对照组 50 2.60±0.47 2.80±0.55 3.05±0.52 2.44±0.36

3 讨论

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在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在不断的提高，

使得临床对护理质量的要求也在不断的提高。精神科患者在行为、思

维、意志、情感等多个方面均存在不协调的情况，且其自身缺乏疾病

自知力，同时自我反省和控制力较差，较易出现过激的行为，临床护

理存在一定的难度 [4]。临床为精神科患者实施治疗时，主要给予患者

封闭式的护理干预，此种护理模式并不能充分对患者的基本需求和认

知需求进行满足，患者较易出现恐惧、害怕、孤独、抑郁等负性心理，

影响其疾病的顺利实施 [5]。

以人为本理念是以患者的基本利益和实际需求为出发点，以患者

的家庭背景、性格特点、文化程度、兴趣爱好为依据，为患者制定个

性化的护理方案，并实施，可满足患者的心理需求，促进其生存质量

的提高，充分对患者的人格尊重，从而对以人为本理念的护理模式进

行实现 [6]。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2 组精神科患者干预后的心理状态均较干预

前改善，其中接受以人为本文理念护理的实验组，其心理状态改善程

度优于常规护理的对照组；同时，实验组康复疗效优于对照组。结果

表明，以人为本文理念的应用，能够减轻患者的焦虑、抑郁程度，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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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治疗前咳嗽评分、尿白三烯水平比较无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两组咳嗽评分、尿白三烯水平均明显降低，且治疗组

低于参照组，P<0.05。见表 1。

2.2 临床症状消失时间

治疗组发热、咳嗽、咳喘症状消失时间均短于参照组，P<0.05。

见表 2。

表 2：两组临床症状消失时间对比（χ±s；n=51；d）

组别 发热 咳嗽 咳喘

参照组 4.52±1.84 13.48±2.52 9.88±2.12

治疗组 2.16±1.53 9.63±2.37 5.04±2.06

t 7.043 7.948 11.693

P 0.000 0.000 0.000

2.3 总有效率

治疗组总有效率高于参照组，P<0.05。见表 3。

表 3：两组治疗总有效率对比 [n（%）；n=51]

组别 痊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参照组 22（43.14） 15（29.41） 14（27.45） 37（72.55）

治疗组 30（58.82） 18（35.29） 3（5.89） 48（94.11）

χ2 / / / 8.541

P / / / 0.003

2.4 不良反应发生率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4。

表 4：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 [n（%）；n=51]

组别 腹泻 嗜睡 头痛 总发生率

参照组 2（3.92） 1（1.96） 0（0.00） 3（5.88）

治疗组 2（3.92） 1（1.96） 1（1.96） 4（7.84）

χ2 / / / 0.153

P / / / 0.695

3 讨论

肺炎支原体感染是小儿呼吸道感染的主要病因，患儿感染后会出

现发热、持续性咳嗽、咳喘等临床表现，病情严重的患儿会出现支气

管扩张等严重并发症，对患儿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影响 [5,6]。崔珍 [7] 等

人认为，肺炎支原体感染后会导致患儿机体发生一系列改变，并会释

放以白三烯为主的炎症因子，进一步增加气道黏膜黏液分泌量，采取

常规的抗炎治疗难以有效控制炎症反应，且会影响到患儿正常呼吸功

能。目前治疗肺炎支原体感染后咳嗽患儿多采取大环内酯类抗生素，

但随着细菌的耐药性增加，导致抗生素药效受限，且患儿年龄偏小，

呼吸道黏膜十分娇弱，采取抗生素治疗会产生诸多不良反应。

白三烯是过敏性疾病和慢性咳嗽中占据主要地位的炎症介质，尿

白三烯是白三烯的最终代谢物，且在人体尿液中按照恒定比例排泄，

当细菌和病毒感染时，白三烯分泌会增多，并会产生支气管高反应性、

气道狭窄、神经源性炎症等多种生物学效应 [8,9]。针对感染后咳嗽的

治疗主要以对症治疗为主，症状较重的患儿可考虑短程吸入或口服糖

皮质激素、M 受体阻断剂和白三烯受体拮抗剂治疗，但 M 受体阻断剂

和糖皮质激素的副作用较大，因此推荐采取白三烯受体拮抗剂可作为

临床理想的治疗药物。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治疗组咳嗽评分、尿白三烯水平均低于参

照组，且发热、咳嗽、咳喘症状消失时间均短于参照组，治疗组总有

效率高于参照组，P<0.05。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无统计学意义，

P>0.05。原因分析为：①阿奇霉素属于第三代大环内脂类抗生物，能

与细菌核蛋白体的 50s 亚基结合，对细菌转肽进行阻碍，从而抑制

RNA 蛋白质合成，起到抗菌效果，布地奈德则属于糖皮质激素，其余

糖皮质激素受体的结合力较高，可抑制患儿呼吸道炎症因子，缓解气

道高敏反应，降低呼吸道黏膜水肿症状和黏液分泌，有利于缓解患儿

咳嗽、咳喘症状。但阿奇霉素联合布地奈德仅能起到局部抗炎作用，

对白三烯的控制作用十分有限，且患儿依从性差，因此疗效不佳；②

孟鲁司特钠属于强效白三烯受体拮抗剂，对半胱氨酰白三烯受体有较

强的抑制作用，可阻断白三烯与受体的结合途径，消除半胱氨酰白三

烯的生物学特性 [10]，阻断其参与加剧气道炎症反应的途径，因此对

感染后咳嗽患儿气道高反应性、气道炎症的抑制效果明显。与阿奇霉

素和布地奈德联用时，可舒张患儿支气管平滑肌，积极抵御起到内部

淋巴细胞浸润反应和黏膜炎性细胞浸润，可迅速缓解患儿发热、咳嗽、

咳喘症状。此外，孟鲁司特钠咀嚼片服用十分方便，且并不会增加不

良反应，更容易被患儿接受。

综上，孟鲁司特钠可有效改善感染后咳嗽患者临床症状，且不良

反应少，疗效显著，值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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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其康复疗效的提高。

综上所述，以人文本理念应用于精神科患者的护理中，能够有效

对其不良心理状态进行缓解，促进其社交能力、生活能力等的恢复，

更好对精神科患者的预后进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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