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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化护理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作用分析 
王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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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就人性化护理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作用展开研究分析。方法：以 2019 年 10 月至 2021 年 2月收入院的 53 例精
神分裂症患者为对象展开对比实验，以入院时间不同分为对照组 26例、研究组 27 例，并在其治疗过程中分别实施常规护理、
人性化护理，对比各自作用。结果：人性化护理后的研究组生活质量评分较常规护理后的对照组水平更高，指标对比差异存在
统计学价值（P<0.05）。结论：人性化护理可作为精神分裂症患者临床护理工作的首选，有助于患者生活质量的改善，是一种
值得推广的护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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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多发作于青壮年时期的精神障碍，不

会昏迷，亦不智障，仅表现为身体感觉、思维逻辑以及行为

表现方面的障碍，而此类患者能否治愈并获得良好预后主要

取决患病年龄、次数以及患者依从性等因素，故除了尽早展

开治疗，良好的护理配合亦尤为重要，是临床疗效以及患者

依从性的重要保障
[1]
。为此，本文以精神分裂症患者为例，

就人性化护理的临床作用展开了探讨，内容如下。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 2019 年 10 月至 2021 年 2 月收入院的 53 例精神分裂

症患者为对象展开对比实验，以入院时间不同分为对照组 26

例、研究组 27 例。前一组男性入组 15 例，女性入组 11 例，

年龄 23~58 岁，平均（40.16±16.32）岁；后一组男性入组

17 例，女性入组 10 例，年龄 25~59 岁，平均（42.16±17.09）

岁。分析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各指标之间不存在影响此次研

究结果的显著差异（P＞0.05），有对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做好此组患者药物指导、病情监护工作，并做

好相关安全保障工作等常规护理措施。 

研究组：（1）强化护理人员人性化护理理念，提升其责

任心，并做好病房环境的优化，使患者可获得优质、温馨的

居住条件，护理人员在提供日常护理工作时注意规范自身言

行，做到耐心、细心，尊重患者人权及其隐私，一切工作的

开展均从患者立场出发，处处体现关爱。（2）结合院内实际

情况展开打太极、打乒乓球、下棋等各种文娱活动，鼓励患

者多多参与，以丰富其业余生活；生活方面，为患者制定规

律作息，并协助其自理，定时带患者散步，通过指导其进行

腹式呼吸、轻度运动改善患者压力，提升其睡眠质量，同时

结合患者饮食喜好安排食谱，主要以低碳水化合物、无麸质

饮食结构为主，并叮嘱其戒烟酒，针对有特殊饮食需求或食

欲不佳者可为其提供送餐服务。（3）疾病本身对患者及其家

属均会产生一定心理压力，护理人员需通过一定沟通技巧与

患者及其家属建立良好沟通桥梁，并通过深入交谈了解其心

理特征，引导其抒发、释放内心情绪，并通过播放轻音乐等

方式放松其身心；叮嘱家属多探视患者，给予其最大程度的

理解与情感支持。 

1.3 观察指标 

分析两组护理效果。以生活质量测定量表简表（SF-36）

作为结果评测标准，从两组患者生理机能、职能、疼痛以及

健康状况、精力、社会功能、情感智能、精神健康等方面评

价其生活质量，分高者，其生活质量越良好。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0.0 软件，将此次研究所得数据输入软件中进

行处理，t检验计量资料，用（ sx  ）表示，P＜0.05 表明

指标对比差异显著，符合统计学价值。 

2 结果 

相比生活质量评分，护理前对照组评分为（60.23±2.69）

分、研究组为（60.39±2.54）分，指标对比结果为 t=0.223，

P=0.825，对比差异不存在统计学价值（P＞0.05）；护理后

对照组评分为（68.22±2.33）分、研究组为（73.19±2.21）

分，指标对比结果为 t=7.970，P=0.000，指标对比差异存在

统计学价值（P<0.05）。 

3 讨论 

抗精神病药物是精神分裂症治疗的基石，可通过影响多

巴胺有效控制、管理症状，但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具有复发风

险的疾病，需要持续用药、良好的饮食生活习惯以维持疾病

管理效果，良好的护理配合则是实现此目的的重要手段
[2]
。 

在人群精神追求逐渐提升的当下，从疾病为中心展开的

常规护理已难以顺应潮流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护理服务，转

变护理模式势在必行。患者学历水平、个性特征、性别以及

病情差异化决定了其护理需求各有不同，人性化护理正是基

于此，由人性出发，从精神、生理、心理以及社会等层面为

患者提供个性、丰富的多样化需求，做好人性化细节照护，

全面保障了精神分裂症患者临床治疗效果的同时，亦促使其

身心各方面的恢复
[3-4]

。结果显示，人性化护理后的研究组患

者生活质量评分较常规护理后的对照组患者水平更高，指标

对比差异存在统计学价值（P<0.05），提示此种护理模式应

用于精神分裂症患者中存在可行性。 

综上，人性化护理可作为精神分裂症患者临床护理工作

的首选，有助于患者生活质量的改善，是一种值得推广的护

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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