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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患者应用心理护理和语言沟通的临床效果 
努尔阿比旦·牙生 1   布威海丽且. 艾海提 2 

(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综合心理科一病区  新疆喀什  844000） 

摘要：目的：分析心理护理和语言沟通应用于精神病患者中的效果。方法：选择 2021 年 1 月到 2023 年 1 月期间本院精神病区收治的 120

例精神病患者作为观察样本，使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均分为参考组（n=60）和干预组（n=60）。参考组开展常规护理，干预组加强心理护理

和语言沟通，比较患者预后情况差异。结果：干预组患者的康复有效率显著高于参考组，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评分、焦虑抑郁评分有

所降低且低于参考组，预后生活量表评分更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心理护理和语言沟通应用于精神病患者中的效果

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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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临床常见的精神病种类繁多，包括抑郁症、焦虑症、精

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强迫症等。这些疾病对患者的心

理健康、社会功能以及生活质量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在常

规护理实践中，护理人员往往过分侧重于药物治疗和生理护

理，相对忽视了患者的心理需求和精神状态，导致患者情绪

不稳定，甚至产生抵触治疗的情绪[1]。缺乏心理关怀可能让

患者感到孤独和无助，进而影响其康复进程。开展心理护理

和语言沟通在精神病治疗中显得尤为重要。心理护理通过关

注患者的情感变化，提供针对性的心理支持和干预，有助于

稳定患者情绪，增强治疗信心。良好的语言沟通能够增进医

患之间的理解和信任，让患者感受到被关心和尊重，从而提

高治疗依从性。通过有效的沟通，医护人员还能更准确地了

解患者的需求和困扰，及时调整治疗方案，促进患者的全面

康复[2]。文章就心理护理和语言沟通应用于精神病患者中的

效果开展分析研究，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择 2021 年 1 月到 2023 年 1 月期间本院精神病区收治

的 120 例精神病患者作为观察样本，使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

均分为参考组（n=60）和干预组（n=60）。参考组，男 24

例，女 36 例，年龄（42.35±8.41）岁；干预组，男 23 例，

女 37 例，年龄（42.43±8.45）岁。患者临床资料组间比较

结果无统计学差异，P＞0.05，研究结果可比。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诊断标准参照《国际疾病分类》第十版符合

精神病的诊断标准；近 1 月未参加其他试验者[3]；对本研究

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生活不能自理者；有心、

脑、肾等严重疾病者；对耳穴胶布过敏者；有失语及听力障

碍者；妊娠期女性。 

1.3 方法 

1.3.1 参考组开展常规心理护理 

确保安全的环境，避免刺激源，维持规律的作息时间，

协助日常生活，如饮食和卫生，监测药物服用情况，及时记

录症状变化，提供情感支持和心理疏导，帮助患者稳定情绪，

促进康复。 

1.3.2 干预组加强心理护理和语言沟通 

建立信任关系：通过持续的关心、理解和尊重，医护人

员可以与患者建立起深厚的信任感。这种信任关系能够鼓励

患者开放自己，真诚地表达内心的想法和感受，从而为有效

的心理护理和语言沟通奠定坚实的基础。 

积极倾听：倾听是精神病患者心理护理中的关键技巧。

医护人员需要耐心、专注地倾听患者的言语和非言语信息，

不打断他们，不预设立场，尽量理解他们的真实感受和需求。 

清晰、简单的语言交流：与精神病患者交流时，使用清

晰、简单的语言至关重要。医护人员应避免使用复杂或专业

术语，确保信息能够准确传达给患者，减少沟通障碍，帮助

患者更好地理解自己的病情和治疗方案。 

情绪支持：精神病患者常常面临情绪波动和困扰。医护

人员需要提供情绪上的支持和安慰，帮助患者稳定情绪，增

强自我控制力。通过同理心的回应、鼓励的话语或适当的肢

体接触，医护人员可以向患者传递关怀和温暖，缓解他们的

焦虑和不安。 

鼓励表达和反馈：鼓励精神病患者自由表达自己的感

受、想法和需求，是心理护理和语言沟通中的重要环节。医

护人员需要给予患者积极的反馈和回应，让他们感受到被重

视和关注。根据患者的反馈调整护理策略，以满足他们的个

性化需求，提升护理效果。 

教育和引导：向精神病患者和家属提供关于精神疾病的

知识和教育，是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疾病过程和治疗方法的

重要途径。医护人员需要引导患者采用积极、健康的心态面

对疾病，增强自我管理和康复的信心。 

1.4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的康复有效率、睡眠质量评分、情绪健康

评分、生活质量评分和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4]。 

1.5 统计学方法 

为处理数据资料，研究选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若 P 值低于 0.05 则判定其存在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2 研究结果 

2.1 患者的康复有效率比较 

干预组患者的康复有效率显著高于参考组，差异显著，

P＜0.05。见表 1。 

表 1 患者的康复有效率比较（ sx ± ）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康复有效率

（%） 

参考组 60 30 18 12 80%（48/60） 

干预组 60 40 17 3 95%（5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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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 － － － － 4.539 

p － － － － 0.033 

2.2 患者的睡眠质量评分和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干预组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评分有所降低且低于

参考组，预后生活量表评分更高，差异显著，P＜0.05。见

表 2。 

表 2 患者的睡眠质量评分和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sx ± ） 

睡眠质量评分（分） 生活质量评分（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参考组 60 16.42±3.25 10.43±2.44 60.88±2.78 65.42±3.64 

干预组 60 16.41±3.18 7.64±1.82 60.84±2.62 87.08±3.23 

t － 0.017 7.100 0.081 34.476 

p － 0.986 ＜0.001 0.936 ＜0.001 

2.2 患者的心理健康评分比较 

干预组焦虑、抑郁评分有所降低且低于参考组，差异显著，P＜0.05。见表 3。 

表 3 患者的心理健康评分比较（ sx ± ） 

焦虑 SAS 量表评分（分） 抑郁 SDS 量表评分（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参考组 60 44.21±3.08 35.28±2.86 44.06±5.13 35.77±4.38 

干预组 60 44.16±3.37 22.62±3.02 43.84±5.34 26.91±4.82 

t － 0.065 18.007 0.176 8.048 

p － 0.949 ＜0.001 0.861 ＜0.001 

讨论 

精神病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心理障碍，发生受多种因素影

响，包括社会环境、遗传因素、生活压力等[5]，对患者及其

家庭、社会都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和影响。早期治疗可以有效

缓解症状，防止病情恶化。精神病患者的症状可能包括幻觉、

妄想、情感淡漠、社交障碍等，这些症状不仅影响患者的日

常生活和工作能力，还可能导致患者对自己或他人造成伤害
[6]。在治疗期间，应用心理护理和语言沟通是非常必要的。

心理护理可以帮助患者建立积极的心态，增强治疗信心，减

轻焦虑和抑郁情绪。精神病患者往往面临着巨大的心理压

力，他们可能感到孤独、无助和被歧视。通过心理护理，我

们可以给予患者关心、理解和支持，帮助他们走出心理阴影。

语言沟通在治疗过程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7]。良好的语

言沟通可以增进医患之间的信任，提高患者的合作度和依从

性。医生需要耐心倾听患者的诉求和感受，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解释疾病知识和治疗方案。患者也需要通过语言沟通来表

达自己的需求和困扰，以便医生及时调整治疗方案[8]。研究

结果显示：干预组患者的康复有效率显著高于参考组，匹兹

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评分、焦虑抑郁评分有所降低且低于参

考组，预后生活量表评分更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综上，心理护理和语言沟通应用于精神病患者中的效果

十分突出，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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