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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谈论青少年服毒自杀的护理对策。方法：此次研究患者筛取从 2020 年 11 月开始，直至 2021 年 11 月期间笔者工作的医院收治的青少

年服毒自杀病人，共计契合选入与剔除准则的 60 例患儿，契合依照护理方式的不一致归为对照组与实验组，每小组内部 30 例。对照组病人实施常

规的护理手段，实验组病人在前者的基础上，采取优质护理，分析两小组病人的。结果：实验组病人经有效干预后其护理满意度得到理想增长且高

于对照组，组间差异用（P＜0.05）代表，具有研究性。结论：对青少年服毒自杀患者实行优质护理，有效舒缓其负面情绪，让其努力配合医治降低

自杀想法的滋生，提升患者的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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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或者故意损害自身的生命被称为自杀，而服毒属于其最为

多见的方式之一[1]。青少年正位于人生的过渡时期，生理的日益成

熟给心理萌动带来了机会，他们求知欲望极其强烈，期望独自生活，

此时心理层面却仍旧不成熟，当其遇到各类心理问题、权益被侵害

等时候，就会萌生致伤的想法[2-4]。此文章就笔者工作的医院从 2020

年 11 月开始，直至 2021 年 11 月期间收治的 60 例青少年服毒自杀

患者开展研究计划，详细研究成果见以下内容。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此次研究患者筛取从 2020 年 11 月开始，直至 2021 年 11 月期

间笔者工作的医院收治的青少年服毒自杀病人，共计契合选入与剔

除准则的 60 例患儿，契合依照护理方式的不一致归为对照组与实

验组，每小组内部 30 例。实验组里面男女占比是 16：14；最小年

龄段在 12 岁，最大年龄段在 23 岁。对照组里面男女占比是 16：14；

最小年龄段在 14 岁，最大年龄段在 25 岁。研究计划正式启动前，

医护人员把两小组病人的病情资料（家庭状况、病程时长及影像学

检测结果）实行对比，对比结果表明两小组的病情资料大致相似（P

＞0.05），此次研究值得实行。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对照组病人实施常规的护理手段，即依照患者的病情状况叮嘱

其按时用药、适当实行心理安抚及健康知识宣教等护理工作。 

1.2.2 实验组 

实验组病人在对照组护理方案上，采取优质护理。（1）有自杀

行为危险的护理：患者到院后，告知其及亲属禁止把危险物品带进

病房，且每天对病房的危险物品实行检查，实行医治的时候将医疗

器械放置在病房[5]。对患者实行自杀风险评测，一周实行 1-2 次。

察觉到患者存在自我伤害、自杀等行为后，叮嘱患者亲属按时督促

患者服用镇静药物。（2）心理安抚工作。激励患者多和父母讲述自

身的真实想法，换位思考体会父母的感受。告知患者抑郁症等精神

疾病能医治，但耗时较久，在急性发作阶段最重要的是依照医生的

嘱咐配合医治工作的展开，避免自身产生自残或者自杀的想法。此

外，可以激励患者培养自身喜欢的兴趣爱好，例如画画、阅读等行

为活动以此分散自己的注意力。（3）睡眠管理。确保病房内处于十

分安静的状态下，告知其他病人及亲属控制说话的分贝。患者休息

的时候，把门窗及窗帘关闭，营造适宜睡眠的氛围。在患者心理状

况及病情理想的状况下，可以适当增添日常的运动量。 

1.3 观察指标 

（1）护理满意度，依照患者或者亲属对护理服务的评价作为

衡量标准。（2）自杀率及再次自杀率。 

1.4 统计学方法 

借助 SPSS 23.0 软件系统实行组间数据处理，计量资料及以计

数资料用（ sx ± ）、（%）表明，经过 t 数值与 x2 数值检验后，组

间存在差异运用 P＜0.05，代表具有统计学研究价值。 

2 结果 

2.1 分析两小组病人的护理满意度、自杀率及再次自杀率 

两组对比可以知晓，实验组病人经有效干预后其护理满意度得

到理想增长且高于对照组，自杀率及再次自杀率更低，组间差异用

（P＜0.05）代表，具有研究性，现况看表 1。 

表 1 两小组病人的护理满意度、自杀率及再次自杀率分析[n(%)] 

组别 例数 护理满意度 自杀率 再次自杀率 

实验组 30 28（93.33） 1（3.33） 0（0.00） 

对照组 30 25（83.33） 4（13.33） 2（6.67） 

x2  4.851 6.548 6.900 

P  0.028 0.011 0.009 

3 讨论 

自杀行为中实行服毒自杀的占比最高，其救治的成功率也相应

更高。对此，救治后对服毒自杀的青少年患者实行相应的护理服务

显得尤为关键，决不能掉以轻心；此类患者的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

思想过于狭隘且逆反心理严重。对此，除了给予患者相应的舒适、

安逸地修养环境外，还需要创建和谐、理想的医患关系，因此让其

感受到医护人员、家庭及朋友等对其的关爱，帮助其重塑对生活的

自信。 

实验组病人经有效干预后其护理满意度得到理想增长且高于

对照组，自杀率及再次自杀率更低；实验组与对照组病人相比于干

预前其负面情绪减低程度更为显著，且前者的降低效果更为凸显比

后者更低；实验组病人的生理功能、情感职能、躯体疼痛、精神健

康及活力提升更为明显且高于对照组（P＜0.05）。就临床实际状况

而言，临床医护人员对于患者的照料致使从其病情上面作为出发

点，很少注重其心理层面，致使患者医治期间出现医治配合度下滑、

医治疗效不理想等状况。随着医疗水平的不断进步，优质护理在疾

病患者的照料中取得理想成果。优质护理的展开主要以患者的身心

层面的实际需要作为服务根本，依照其实际需要采取适宜的护理手

段，能有效降低患者的自杀率及再次自杀率，提升其对医治及生活

的信念，存活机率得到理想提升。 

以上所述，对服毒自杀的青少年患者实行优质护理，利于医治

及护理疗效达到理想预期值，规避及减低患者再次萌生自杀的想

法，增强患者与亲属、医护人员间的情感联系，提升其对医治及护

理工作的配合度，值得广泛运用在服毒自杀的青少年患者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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