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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患沟通在精神科门诊护理中的应用体会 

黎茂杨 

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  610000 

【摘  要】目的：对精神科门诊护理工作中，运用护患沟通技巧提高护理质量的价值探讨。方法：本研究采取分组比较的方式，选取近期在本院精神科门诊

接受诊疗的 200 例精神疾病患者及其家属作为研究对象，依据护理方式的不同，均分两组，组别设置为：对照组 n=100 例，实施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 n=100 例，

强化护患沟通技巧的应用护理，对两组护理效果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强化护患沟通技巧应用的观察组患者家属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患者疾病诊疗的配合度、

护患矛盾的发生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护理效果显著，（P<0.05）。结论：精神科门诊护理工作中，护理人员灵活的应用护患沟通技巧，可以有效的改善精神疾病

患者的负面情绪，促进良好护患关系的有效构建，更利于引导患者配合门诊医师进行疾病诊疗和配合各项检查，有效提高了精神疾病患者的治疗和护理依从性，

提高了护理质量，更好的促进患者的顺利就诊治疗。 

【关键词】精神科；护患沟通；护理技巧；应用价值 

 

医院精神科门诊属于特殊性类别的临床科室，该科室所接诊的患者

为多为心理、精神障碍患者，由于患者受到自身疾病的因素影响，对自

身的行为难以控制，具有一定的攻击性，这也决定了精神科门诊护理护

理工作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且护理难度更大，在护理过程中，稍有不慎

就会诱发不必要的医疗纠纷，不仅影响到了科室正常疾病诊疗的开展，

还对医院声誉造成严重影响。因此，精神科门诊护理人员积极学习和掌

握护患沟通技巧，不断的提高自身语言沟通交流能力和相应的心理疏导

技能，是提高护理质量，建立良好护患关系的重要基础，也是帮助精神

疾病患者更好接受治疗，促进更快恢复的重要护理手段。基于此，本研

究选取近期在本院精神科室门诊接受诊疗的 200 例精神疾病患者作为研

究对象，对护患沟通技巧在精神了门诊护理工作中的应用效果展开探究

分析如下，以供参考。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主要选取的对象为近期在本院精神科门诊接受诊疗的患者群

体，对所选取的 200 例精神病患者进行平均分组，给予设置不同的分组

名称，便于对比观察，对照组 n=100 例，实施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 n=

100 例，强化护患沟通技巧的应用护理，其中，对照组中，男性患者和女

性患者的人数比例为 56：44，年龄阶段为 18-60 岁，患者的平均年龄在

37.42 岁；观察组患者中，男性患者和女性患者的人数比例为 54：46，年

龄阶段为 17-61 岁，患者的平均年龄在 36.59 岁。所有患者已通过《中国

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诊断标准确诊病情，针对于本研究内容

和目的，所有患者以及家属均知情，并签署了同意书，表明愿意配合调

研，上述一般资料间数据对比，差异性不显著，（P＞0.05）。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给予对照组精神病患者实施常规护理干预，主要护理内容为：患者

家属带领精神病患者前来精神科门诊就医时，护理人员需要依据患者具

体护理需求，给予针对性护理干预，如：就诊过程中对患者及其家属的

就医引导、护理人员给予患者必要的护理服务、护理人员协助坐诊医生

进行就医就诊等。 

1.2.2 观察组 

给予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常规护理基础上，强化对患者的护患沟通

技巧的应用，以保障护理质量的提升和护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具体护患

沟通技巧干预措施实施如下： 

（1）建立良好第一印象。护理人员在与患者进行沟通交流过程中，

护理人员给患者的第一印象极为重要。尤其是针对于精神和心理异常的

精神病患者而言，由于他们心理上对于陌生环境和人员的抵触心理更甚，

心理敏感度更加的强烈，因此，在与精神病患者进行沟通中，给患者以

及家属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是增加护患之间信任度、促进与患者良好沟

通的基础。因此，精神科护理人员在日常护理中，要注重自身仪容仪表

的干净、整洁，合理得体，行为举止要文雅大方，在初次接待患者时，

服务态度上要和蔼可亲，做到微笑待人，以给患者积极、乐观良好情绪

的传递，以消除护患沟通交流的生疏、紧张感。此外，护理人员要具备

良好的职业素养，在平时要不断学习，提升自身护理技能和自身修养，

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的护理服务。 

（2）秉持以人为本的原则。针对于精神病患者而言，他们由于对自

身疾病和行为不能进行良好的控制，发病后还会受到来自家人和外界社

会的歧视和抵制，继而更加增添了他们的心理压力，焦虑、自卑，防御

心理较重，在疾病的治疗过程中，更加渴望来自医护人员的关怀和关心。

因此，精神科门诊护理人员在护理工作开展中，更需要深化对患者的人

文关怀，在与患者的沟通交流中，注意自身语气，尊重患者人格，认真

倾听患者真实感受，以真诚的态度，真正的去帮助患者，建立友善、和

谐的护患沟通渠道，拉近与患者的距离，进而换取患者及其家属对护理

人员的信任，提高护患沟通效果，有助于临床工作开展。 

（3）注重沟通中护患沟通技巧的应用。①非语言沟通。在对精神病

患者开展护理工作中，护理人员的表情、姿态、眼神、态度、行为等这

些非语言沟通行为，对患者的情绪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在与精神病患者

的沟通中，这些也是非常重要的信息传递方式，它可弥补语言沟通带来

的不足，直接影响着护患之间的有效沟通。如：针对于不愿意与人语言

沟通的患者，护理人员可以适当的以沉默的形式予以实现互动沟通，在

护理中，多给予患者微笑，以柔和的神情来面对患者，多用实际行动来

帮助他们，让他们充分的感受到来自医务人员的理解、关心和尊重，取

得患者对自己的信任，进而为后期治疗的交流打下基础。②要耐心、充

分地倾听患者。耐心、认真倾听患者的诉说，其实也是一种有效的沟通

技巧。由于精神病患者思维混乱、自知能力差，对自己的行为和语言无

法做到有效管控，甚至在与其进行沟通交流中还表现出不耐烦、烦躁不

安等不良情绪，此时与他们沟通，可以说是多说无益，可以转变为耐心、

认真的倾听，虽然他们说话毫无逻辑，有时甚至天马行空，但是通过认

真倾听患者的倾诉，是充分了解患者的 佳方式，可以让患者充分感受

到护理人员对他的尊重，进而增强患者对其的信任，此时，可以适当对

其进行 劝导、安慰和引导，进而实现有效沟通，促进护理工作的顺利开

展。③给予患者充分的尊重。精神病患者由于受到来自社会和家人的歧

视，其心理上更加的脆弱，敏感，更希望在疾病治疗中，获得足够的尊

重。而 为精神科护理人员，必须要具备较高的职业素养与道德素养，

在与患者进行语言沟通和护理服务时，更是要注意；礼貌和分寸，多给

予患者尊重，多说保护性语言、鼓励性、安慰性、引导意义的语言，避

免在采用生硬粗暴或者是含糊不清的语言，让患者感到屈辱甚至是受到

创伤，来进一步伤害患者。更不可表现出厌烦和否定的情绪、态度，来

对患者产生影响。④与患者保持一定的空间距离。俗话说距离产生美，

有时候，在对精神科收治的疾病患者开展护理中，保持恰到好处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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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也是十分关键的。在人与人沟通交流接触中，保持 1~1.2  m 的距离

为适宜，初次接触患者时，护理人员也应该保持这个安全和恰当的距

离，与患者进行沟通交流，即实现保护自己，也出于对患者的尊重，随

着护患关系的熟悉程度，可以适当拉近距离，针对于具有攻击性患者，

也可以适当的拉大距离。⑤注重观察。观察也是沟通技巧之一，精神科

护理工作中，护患之间在沟通交流中，护理人员需要注重对患者行为的

观察，通过与患者直接接触时，观察患者的语言、行为等，可以大致了

解患者的心理状态、情绪，并确定初步护理措施，同时预防潜在的医疗

风险。 

（4）对不同精神症状患者的沟通技巧。①与抑郁、焦虑患者的沟通。

针对于抑郁、焦虑患者而言，他们往往主要是心理性障碍，由于自身心

理中有过于担心、担忧的事情无法解决或者想不透彻，就会出现抑郁、

焦虑情绪。因此，护理人员在与其沟通交流中，需要充分利用沟通技巧

和心理疏导相关知识，实现对他们的心理疏导。可以多以关心、关怀、

安慰、鼓励的语言开到患者，多与患者说一些积极向上的话语，注意对

患者哀怨发泄的倾听，并给予具有价值意义的指导建议，以帮助患者疏

导压力，使患者稳定情绪，积极配合治疗。 

②与幻觉妄想患者的沟通。针对此类患者时，必须要给予他们充分

的尊重，在与他们沟通交流中，需要耐心倾听，不要随意打断患者的表

述、不要反驳患者的观点，用肯定的话去认可患者的感觉。对待他们更

多的是耐心、安慰，接触患者时，避免用过于丰富的面部表情及触摸等

非语言沟通方式，要态度应诚恳、亲切、和蔼，让其对护理人员产生信

任。③与敏感、多疑患者的沟通。针对于敏感、多疑的患者，在与其进

行沟通交流中，更加需要注重语气、语速、态度以及面部表情的控制，

在与患者接触时，避免出现过于丰富的表情，坚决禁止在患者视线内与

他人耳语、小声讲话，或偷笑，这些行为会让他们心生怀疑，认为是在

背后议论、嘲笑他，甚至出现防卫性的攻击行为。④ 与兴奋冲动、躁狂

患者的沟通。针对于该类患者，他们具有一定的攻击性行为，医护人员

在与他们接触时，需要重视自身安全的防护。由于他们的兴奋、冲动行

为是自我不能控制的，在与他们交流中，要时刻保持安全距离，同时，

沟通中对待患者的态度要和蔼可亲，始终面带微笑，并保持沉着、冷静

的态度，尽量不要激怒患者，满足其合理要求。患者在冲动，情绪失控

的状态下，需要等到他们情绪稳定了，发泄完了滞后，在与其沟通，以

免更加激怒患者，出现自我伤害和攻击他人的行为。 

1.3 观察指标 

对两组家属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患者疾病诊疗的配合度、护患矛

盾的发生率作为护理疗效进行分析比较。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2 3 . 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 sx   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 n（%）表示，采用 χ2 检验，P＜0 .0 5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3]。 

2、结果 

强化护患沟通技巧应用的观察组患者家属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患

者疾病诊疗的配合度、护患矛盾的发生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护理效果

显著，（P<0.05）。详细数据分析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疗效评分比较（ sx  ，分） 

组别 例数 满意度评分 依从性评分 护患矛盾的发生率% 

对照组 100 82.25±3.56 81.36±3.11 9（9.00） 

观察组 100 96.35±1.69 97.65±1.01 2（2.00） 

χ2/t 值  9.364 9.647 8.654 

p 值  0.002 0.002 0.001 

3、讨论 

精神科所接收治疗的患者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由于自身大脑失去了

正常的思维逻辑表达，自知力障碍严重，存在一定的沟通困难障碍，这

给精神科护理人员增加大了护理难度。然而，对于精神病患者而言，他

们由于对自身疾病和行为不能进行良好的控制，发病后还会受到来自家

人和外界社会的歧视和抵制，继而更加增添了他们的心理压力，焦虑、

自卑，防御心理较重，在疾病的治疗过程中，更加渴望来自医护人员的

关怀和关心。在精神科护理工作中，护理人员在照顾精神病患者时，其

语言、表情、动作、态度等，对于患者的影响力是巨大的，由于患者在

与护理人员接触的过程中更容易出现敏感多疑、不合作与明显敌意等临

床表现，甚至严重的还会出现攻击他人的危险行为，往往会造成严重不

和谐状态，导致护理工作不能顺利进行。 

作为精神科医护人员，更应该深入的对患者的身心状态与需求进行

了解，更应该深刻的体会患者受到疾病折磨的痛苦，需要在护理工作中，

具备尊重患者的基本素质，在对精神科病人护理的过程中，任何不利于

患者康复的语言都需要避免。这就需要护理人员依据精神病患者的沟通

交流困境实际，积极学习行之有效的沟通技巧，不断的提升自身的语言

能力和技巧，以实现与各类精神病患者的有效沟通交流，更好地为患者

服务，增加护患信任，构建护患和谐，减少安全不良事件发生，并积极

帮助精神疾病患者可以在生理以及精神上达到全面的治愈。 

本研究采取分子比较的方式对护患沟通技巧在精神科门诊护理工作

中的应用效果与价值展开了分析，其研究结果显示，强化护患沟通技巧

应用的观察组患者家属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患者疾病诊疗的配合度、

护患矛盾的发生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护理效果显著，（P<0.05）。由此表

明，精神科门诊护理工作中，护理人员灵活的应用护患沟通技巧，可以

有效的改善精神疾病患者的负面情绪，促进良好护患关系的有效构建，

更利于引导患者配合门诊医师进行疾病诊疗和配合各项检查，有效提高

了精神疾病患者的治疗和护理依从性，提高了护理质量，更好的促进患

者的顺利就诊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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