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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服务在精神专科医院门诊开展的效果及满意度评价 
李万洋  李蕊通讯作者  李识昆  徐芸 

云南省精神病医院精神科门诊  云南昆明  650000 

摘要：目的：评价在精神专科医院门诊开展优质护理服务的效果及对满意度的影响。方法：2020 年 11 月至 2021 年 12 月，
抽取精神专科医院门诊收治的 90 例患者进行研究，分析其相关资料，回顾病例，按不同的护理措施，将其均分为对照组、观
察组。45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45例观察组采用优质护理服务，就 2组护理满意度、不良事件发生率进行对比。结果：（1）
经统计对比，观察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2）经统计对比，不良事件发生率观察组少于对照组，P<0.05。结论：
在精神专科医院门诊护理中，采用优质护理服务，不仅可以提升护理满意度，还能减少不良事件发生概率，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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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人们受到生活、工作压力的不断增加，使得精

神疾病发生率直线上升。而对于精神疾病患者而言，因其行
为与精神均出现异常，再加上情绪多变、行为难测，会对自
己的身心健康、生命造成严重影响，甚至还会威胁他人的健
康

[1]
。而精神专科门诊就诊的患者，多数由家属陪同，此时

会因门诊人流量较大、环境嘈杂，不仅会增加护理人员的工
作压力，还会在护理中出现应激反应

[2]
。因此，在精神专科

医院门诊中开展优质护理服务非常有必要。本文取 90 例精神
专科收治的患者为例进行对照研究，评价在精神专科医院门
诊开展优质护理服务的效果及对满意度的影响，过程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20 年 11 月至 2021 年 12 月，抽取精神专科医院门诊

收治的 90 例患者进行研究，分析其相关资料，回顾病例，按
不同的护理措施，将其均分为对照组、观察组，各组纳入 45
例。对照组男性女性分别 25 例、20 例，年龄 23-60 岁，平
均（41.58±8.64）岁。观察组男性女性分别 27 例、18 例，
年龄 22-61 岁，平均（42.08±8.88）岁。对比两组患者一般
资料，P>0.05。 

1.2 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基于此，观察组实施优质护理服

务，如下： 
1）因精神病患者会出现易激惹情绪及抵触行为，部分患

者可能还会因精神病性症状出现在幻觉或妄想支配下的过激
危险行为。此时就需要护理人员具备丰富的护理经验，根据
患者的病情，可以做好快速的处理、判断。定时组织门诊护
理人员学习专科岗位知识、护理风险、法律知识等，并给予
相应的考核，培养其预见风险的能力与规避风险的能力。2）
根据精神专科门诊的实际情况，结合精神病患者的情况，制
定针对性的护理措施，做到护理工作流程化、内容具体化。3）
尽量让家属陪伴在患者的身边，用亲切、冷静的态度对待患
者，与其交流时，可采用肢体接触方式，取得患者的信任感。
对于抑郁、情绪低落者，鼓励患者说出内心的感受，细心的
倾听患者的主诉，态度要真诚，了解其病情特点与心理特点，
让其感受到被理解、被尊重，提高治疗配合度。4）对于敏感、
多疑的患者，对其的问题给予中肯的回答，不要与患者出现
争辩，尊重患者的内心体验，言行要得当，提升患者的信任
感。5）对于不礼貌的患者，在与患者接触过程中，态度要严
肃，语言要文明，并与其保持适当的距离。6）护士长应监督
护理过程与行为，对不良的护理行为进行纠正，防患于未然。 

1.3 观察指标 
就 2 组护理满意度、不良事件发生率进行对比。用问卷

表，对患者护理满意度进行评价，百分制，分数越高越好。
不良事件有患者投诉、风险事件等。 

1.4 统计学分析 
用 t 检验计量资料、并用( sx  )]表示；( 

2
x )检验计数

资料、用（%）表示，通过 SPSS26.0 分析，有差异以 P<0.05

表示。 
2 结果 
经统计对比，观察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而不良事

件发生率观察组少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 1护理满意度、不良事件发生率（ sx  ） 

组别 例数 不良事件发生率 护理满意度（分） 

观察组 45 2(4.4) 91.58±2.69 

对照组 45 10(22.2) 82.87±3.08 

P -- <0.05 <0.05 

3 讨论 
近年来，精神病发病率正在直线上升，而精神疾病患者

多数在情感、行为、意识、思维等会出现障碍，常会出现难
以预料的行为。而精神病专科的医护人员必须要清晰地了解
到精神病患者的问题，特别是护理人员，需要认识到护理对
象的特殊性，故而在护理中，需要具备专业的护理知识、熟
练的操作技能及观察力、沟通能力，还要具备预备风险的能
力

[3]
。 
在精神专科护理中，传统护理已不能在满足患者的治疗

需求与身心需求，在此过程中，通过不断深化而引出的优质
护理服务的出现，对提高精神专科护理服务效果具有重要作
用。在精神专科护理中，优质护理服务的应用可以满足精神
病患者的护理需求，在优化的护理工作中，通过精心设计与
管理护理的每一个环节，为患者、家属提供满意的护理流程，
在提高护理服务质量的过程中提高护理满意度

[4]
。本研究示：

护理满意度观察组高于对照组，而不良事件发生率观察组少
于对照组，P<0.05。优质护理服务的应用，可以为精神专科
门诊接诊的患者提供人文关怀式护理，微笑服务患者，尽量
地满足患者的护理需求，让其能顺利就诊；对就诊流程进行
合理地设置，制定好具体的护理措施，帮助患者完成相关检
查。针对不同类型的患者，采取不同的护理服务及心理护理
指导，同时做好患者及家属的疑问解答，尽量减少意外事件
的发生

[5]
。强化健康指导，为患者创造一个良好的就诊环境，

提升就诊舒适度，进一步提高护理满意度。 
综上所述，在精神专科医院门诊开展优质护理服务，其

效果显著，还对提升护理满意度具有积极的影响，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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