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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化管理理念在精神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余 倩

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安徽 池州 247000

【摘 要】：目的：在精神科护理管理中实行人性化管理理念，探究其产生的实际应用效果。方法：以 2020 年 4 月-2021 年

4 月为时间段，总共筛选出 58 名精神科的护理人员纳入实验研究范围，将其合理划分为两组，其中 29 例作为 A 组（观察组），

另外 29例作为 B 组（对照组）。对 B 组护理人员实行普通护理管理，对 A 组护理人员则实施人性化管理理念，就两组护理人

员的护理管理效果以及护理期间出现的护理事故等作为指标进行对比。结果：A 组中护理人员的护理管理效果较好，各指标

评分均较高，在对患者实行护理期间 A 组出现护理事故的次数较少，其总发生几率仅为 3.4%，而 B组中相对较多，发生几率

较高，上述各方面两组间均存在显著对比（P＜0.05）。结论：在精神科护理管理中实行人性化管理理念不仅效果显著，而且

还能够减少各种护理事故，提升总体护理质量，值得全面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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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患者与其他科室的患者不同，其具有一定的精神

异常，无法自主控制行为及思考，通常情况下，此类患者的

病程都较长，发病较快较急，是一种十分特殊的疾病。故而

精神科的护理人员工作内容特殊，需承担高压力、高负担以

及高风险的护理工作，这会导致护理人员的内心长期处于应

激状态，精神高度紧张，加之患者无法好好配合护理工作，

极易出现各种护患矛盾及护患纠纷，甚至还会遭到患者家属

的投诉，致使其丧失工作信心。因此，为了予以患者更加优

质的护理服务，需对护理人员加强管理，关注护理人员的内

心，站在护理人员的角度上予以其人性化的管理干预，达到

减轻护理人员的工作压力以及舒缓情绪的作用[1]。现就人性

化管理理念发挥的临床效果进行分析探讨，具体报道为以下

内容。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 2020年 4 月-2021 年 4月为时间段，总共筛选出 58

名精神科护理人员纳入实验研究范围，将其合理划分为两

组，其中 29例作为 A 组（观察组），另外 29例作为 B组（对

照组）。A 组中男女护理人员的人数比为 1:28，年龄分布范

围为 25-44 岁，年龄中位值为（36.6±2.51）岁，工作时长为

4-15 年，其中位值为（12.9±2.43）年；B 组中男女护理人员

的人数比为 2:27，年龄分布范围为 25-45 岁，年龄中位值为

（36.6±2.67）岁，工作时长为 5-15 年，其中位值为（12.9

±2.53）年。两组护理人员的基本信息经由专业的软件分析

后可知两者间无显著差距，基本相仿，可进行对比研究（P

＞0.05）。

1.2方法

对 B 组护理人员实行普通护理管理，需重点加强对护理

人员的培训力度，以提高其专业知识为目标，从根本上提升

整体护理水平。对 A组护理人员则实行人性化护理管理理念，

其中主要内容如下：

①建立健全相关规章制度。为了保障人性化管理理念的

顺利实施，需将以往的规章制度进行优化改进，结合精神科

护理人员工作的内容以及其特点、标准及要求，将各个护理

步骤、护理方式以及护理服务流程等进行细化。同时为了促

使各护理人员积极开展自身的任务，需建立健全相关奖惩制

度及考核方案，有利于促使整个护理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此外，还需将每个护理任务进行合理分配，落实到明处，使

护理人员明确工作标准以及护理服务理念[2]。

②传统观念转变。精神科的护士长需定时组织各护理人

员统一开展相关的培训，培训内容主要为巩固护理人员的专

业理论知识，提升实际操作水平以及培养护理服务意识等。

并且还需开展各种紧急预案的制备，对护理人员进行安全管

理、规章制度的讲解。同时还需将以往的传统护理观念进行

转变，使其主动积极为患者提供服务，尽可能满足患者及家

属的需求，实行以患者为主的护理理念。

③开展弹性排班模式。为了使患者得到更加全面且优质

的护理服务，最重要的就是需提高护理人员的护理水平。由

于精神科护理大多为封闭式管理模式，护理人员不仅需要做

好日常基础护理工作，对患者的饮食起居等进行悉心照顾，

而且还需要关注患者的病情状况，随时随地注意患者的行为

举止。因此为了使护理人员能够拥有足够的时间休息，除了

将护理工作内容进行合理分配以外，还需建立弹性的排班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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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采用双人排班制，轮流进行护理，对夜班和早班还可加

派一名护理人员，减轻工作强度，保障护理质量的同时也考

虑到护理人员的身体健康，使护理服务更加高效且科学[3]。

④识别重点患者。护理人员需重点关注患者的病情状

况，针对不同病情的患者需进行不同的标注，并且还需做好

一切防范措施，防止患者出现出逃、伤人以及自残等行为，

在进行交班时需交代好重点事项，予以患者全面观察。

⑤实行不间断护理服务。除了在院中对患者实行全面的

护理服务以外，还需做好各项康复运动指导、健康教育宣教

等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针对出院的患者，需加强随访服

务的力度。护理人员需将复诊的时间、出院的注意事项、作

息制度以及饮食生活等详细告知给患者，通过各项方式对患

者开展必要的宣教，同时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予以其针对性

的指导，帮助患者尽早恢复健康[4]。

1.3 观察指标

全面观察两组护理人员的护理管理效果，其中主要以护

理人员的专业技能、基础知识、工作主动性以及责任心等为

主，采取百分制，分值越高则表明护理管理效果越佳。同时

将护理期间发生的护理事故进行详细记录，计算出总发生几

率。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专业的数据分析软件 SPSS23.0，将研究所得数据进

行处理，通过 T进行检验，P＜0.05代表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表 1 两组护理人员的护理管理效果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n）
专业技能 基础知识

工作

主动性
责任心

A 组 29 96.4±1.78 95.7±1.46 96.5±1.77 94.8±2.51

B组 29 85.2±1.41 84.1±1.51 82.3±1.58 81.7±1.42

P ＜0.05 ＜0.05 ＜0.05 ＜0.05

通过观察表 1 可知，A 组护理人员的护理管理效果更佳，

各项指标评分均较高，而 B组的评分相对较低，两组间形成

显著对比（P＜0.05）。

表 2 两组护理人员护理期间护理事故的发生情况比较[n(%)]

组别 例数（n） 护理差错 护理纠纷 总发生几率

A 组 29 1（3.4%） 0（0.0%） 1（3.4%）

B组 29 5（17.2%） 3（10.3%） 8（27.5%）

P ＜0.05

通过观察表 2 可知，A 组中出现护理差错及护理纠纷的

情况较少，总发生几率仅为 3.4%，而 B组中护理事故发生较

多，总发生几率为 27.5%，两组间形成显著对比（P＜0.05）。

3 结论

由于精神科患者的特殊性，导致对护理工作要求更高，

护理期间不仅极易发生各种护患矛盾，而且还致使护理人员

身心俱疲，更有甚至产生抵触心理，对整体护理质量极为不

利。因此需加强对护理人员的管理，人性化管理理念的实施

能够从根本出发，站在护理人员的角度，将以往的护理管理

制度进行改革，将其优化，规范护理服务流程，保证管理有

效的同时提升其整体护理水平。不仅能够避免各种护理事故

的发生，促进护患关系友好发展，而且还能够进一步加强护

理人员的工作效率，帮助减轻工作压力及负担[5]。

由此可见，人性化管理理念效果显著，值得全面推广普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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