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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门诊开展优质护理服务的价值分析

马斌　杨慧 *

呼伦贝尔市第三人民医院 ( 呼伦贝尔市精神卫生中心）　内蒙古牙克石市　022150

摘　要：目的  探究在精神科门诊中开展优质护理服务的价值。方法  从精神科门诊收治的患者中选出 106 例进行观察分析，

以随机的方式对患者进行分组处理，53 例分入对照组中，53 例分入观察组中。对照组给予常规的护理服务，观察组则开展

优质护理服务。对比意外事件、投诉事件发生率、健康知识掌握率及满意度。结果  观察组的意外事件及投诉事件发生率均

低于对照组，健康知识掌握率及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形成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  在精神科门诊中开展

优质护理服务能够大大减少意外事件及投诉事件的发生，使得患者掌握更多的健康知识，赢得患者的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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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门诊收治的患者主要涉及各类精神障碍，由于

疾病因素的影响，患者通常表现出较低的配合度和依从性。

再加上在接受诊治的过程中患者及其家属对于具体的就诊

流程不熟悉，患者很可能出现暴力行为，增加了意外伤害的

风险。因此，有必要加强精神科门诊的护理管理工作，以确

保患者及其家属能够获得安全、高质量的护理服务。优质护

理服务是一种为个体提供全面、专业和贴心的照顾的服务，

旨在提高个体的生活质量，特别是对于那些需要额外关怀的

人群。将优质护理服务应用在精神科患者中对于减少意外不

良事件的发生有着明显的作用，同时也利于患者的恢复。本

次研究以精神科收治的 106 例患者为例，并通过分组来对不

同护理方式进行了对比分析，具体情况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精神科门诊收治的 106 例患者作为本次的研究对象，

所有患者均符合精神疾病的诊断标准，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精

神障碍。以随机的方式将所有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

组 53 例，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进行对比显示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组间对比数据见表 1。

表 1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性别（男 / 女，n） 年龄范围（岁） 平均年龄（ x ±s，岁）

观察组 53 30/23 21-74 45.38±2.17

对照组 53 29/24 21-75 46.21±2.23

χ2/t 0.326 0.412

P 0.563 0.624

1.2 方法

对照组中的 53 例患者给予常规的护理服务，观察组

中的 53 例患者则开展优质护理服务，具体的内容包括以

下几点。

1.2.1 强化优质护理服务意识，提供人性化护理服务

强化护理服务意识，关键在于建立一个以患者为中心

的、人性化的护理环境。（1）医护人员应该接受专业培训，

了解精神疾病的特点和患者的需求，以更好地理解他们的心

理状态和行为表现。（2）建立一种尊重和尊严的沟通方式，

积极倾听患者的需求和意见，帮助他们感受到被理解和支

持。同时，提供温馨、舒适的护理环境，包括友好的设施和

舒适的座椅，以及充足的私密空间，以促进患者的康复和自

尊心的提升。（3）定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支持活动，帮

助患者和家属更好地理解疾病，减少歧视和偏见，增强对护

理服务的认同感和信任度 [1]。（4）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和

反馈渠道，及时调整和改进护理服务，确保患者得到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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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和支持。通过这些举措有效提高精神卫生护理服务的质

量，促进患者的康复和社会融入。

1.2.2 对患者实施具体的心理护理干预

了解患者的病史、症状、家庭情况和生活环境，制定

个性化的心理护理计划。通过倾听和理解患者的感受，建立

起信任关系，充分地尊重患者的人格，不歧视、不嘲笑、不

愚弄患者，对于患者表现出的异常反应给予体谅和关心。对

于接受药物治疗的患者，提供必要的心理支持，帮助他们理

解药物的作用、可能的副作用以及药物治疗的长期效果，有

助于提高治疗的依从性。帮助患者培养实际的生活技能，包

括解决问题、应对压力、改善人际关系等。持续地监测和评

估患者的心理状态，调整治疗计划，确保干预的有效性 [2]。

与患者保持密切联系，关注他们的需求变化，并及时作出相

应的调整。向患者和其家人提供关于精神疾病的信息，促使

他们更好地理解疾病，减少对精神疾病的污名和误解，有助

于提高治疗的效果。

1.2.3 优化护理服务流程，实现护理服务无缝隙对接

建立综合的评估机制，包括心理、社会、和生理因素，

以更全面地了解患者的状况。推行团队合作，让医生、护士、

心理医生等专业人员形成协调一致的团队，共同制定治疗计

划。倡导患者家属的参与，提供支持和教育，以便更好地理

解患者的需求并在康复过程中起到积极的作用。引入先进的

技术，例如电子病历系统和在线咨询平台，以提高信息共享

和沟通效率。建立定期的复查和评估机制，以确保治疗方案

的及时调整，并不断改进服务流程，使之更贴近患者需求，

提升精神科护理的质量和效果。另外，在整个护理服务过程

中要注重人文关怀、健康教育、沟通交流，各项护理流程都

无缝隙对接，从而保障护理工作的连贯性和整体性。

1.2.4 做好护理专科培训，提高护理服务水平

注重专业知识的传递，做好专业培训，培训课程应涵

盖精神疾病的理论知识、病因、病程和治疗方法，以及相应

的护理技能。通过系统性的学习，护理人员能够更全面地了

解患者的病情，提高对精神疾病的认知水平。同时，培训中

应强调沟通技巧和情绪支持。与其他科室相比，精神科护理

更加侧重心理层面的护理，因此护理人员需要具备良好的沟

通技巧，能够有效与患者建立信任关系。沟通培训可以包括

模拟场景演练，帮助护理人员更好地处理患者可能出现的情

绪波动和言语表达。设计团队合作的案例分析，促使护理人

员了解各专业的职责和协同工作的重要性，从而提高整体服

务水平 [3]。另外，培训还应强调文化敏感性和人文关怀。由

于精神疾病往往伴随着社会偏见和歧视，护理人员需要具备

跨文化的意识，尊重患者的文化差异。通过培训，护理人员

能够更好地理解患者的需求，提供更具人文关怀的服务。

1.3 观察指标

对比意外事件、投诉事件发生率、健康知识掌握率及满

意度。使用自制问卷调查表对护理服务满意情况进行评估，

分为非常满意、一般满意及不满意，满意度为非常满意与一

般满意例数之和所占的比例。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产生的数据均纳入到 SPSS25.0 软件中进行统计学

分析，计数资料表示方法为（%），检验方法为 χ2，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意外事件、投诉事件发生率、健康知识掌握率

比较

见表 2。

表 2  两组意外事件、投诉事件发生率、健康知识掌握率比较 [n（%）]

组别 例数 意外事件 投诉事件 健康知识掌握

观察组 53 1（1.89） 2（3.77） 52（98.11）

对照组 53 7（13.21） 10（18.87） 30（56.60）

χ2 24.668 18.976 47.035

P 0.001 0.001 0.001

2.2 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

见表 3。

表 3  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n）

一般满意
（n） 不满意（n） 满意度（%）

观察组 53 41 10 2 96.23

对照组 53 29 14 10 81.13

χ2 6.036

P 0.021

3 讨论

精神科收治的患者具有特殊性，一旦护理不当容易引

发意外事件及突发事件，对患者及他人的安全造成威胁，使

得门诊工作的顺利开展受阻。因此，在精神科门诊开展优质

护理服务管理是非常必要的。优质护理服务以高质量为前

提，充分考虑患者的身心需求，强化与患者之间的沟通与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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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提供全程、连续性的护理，让患者在就医过程中更加有

归属感，提升其治疗依从性。以上研究结果显示，实施优质

护理服务的观察组意外事件及投诉事件发生率均低于给予

常规护理服务的对照组，健康知识掌握率及满意度均高于对

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综上所述，优质护理服务应用在精神科门诊工作中能

够大大减少意外事件及投诉事件的发生，让患者及其家属对

疾病有更全面的认识，从而提升治疗依从性，获得更满意的

护理效果，赢得患者的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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