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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护士心理健康状况分析与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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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精神病医院老年精神病科四区 650224 

【摘  要】目的 探讨精神科护士心理健康状况和相关应对措施，为改善精神科护士心理健康状况和应对提供参考依据。方法：本文对 100

位精神科护士采用调查方法进行测评。结果 精神科护士突出的心理健康问题是人际关系敏感、躯体化、焦虑和敌对情绪。结论 精神科护

士心理压力很大，因此，心理健康状况不佳，只有采取有效的应对方式，才能够减缓工作压力，提高护理的质量，提高护士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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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护士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职业，职业性质与工作环境会影

响到人的心理健康，精神科护士长期处于一种应激状态中，对身心

健康产生了负面影响[1]。本文对精神科护士心理压力和心理健康状

况展开调查，并为精神科护士的心理问题提出解决对策。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次对象样本是来自于云南省精神病医院的 100 位女护士，年

龄在 25 岁-50 岁之间，护理时间基本上是 1 年-20 年之间，均无严

重躯体疾病和精神疾病史。 

1.2 本文采取症状自评表评定心理健康状况，与全国常模对比

分析。SCL-90 按照 1-5 级划分，从无到严重，判断标准：总分≥

160 分为阳性，阳性项目数≥43 位阳性，因子分≥2 位阳性。 

1.3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 SPSS10.0 统计软件处理，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

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调查结果 

100 位被调查者 SCL-90 总分≥160 分的有 35 例（35%），阳性

项目数≥43 者 20 例（20%），因子项目中躯体化阳性 15 例（15%），

强迫阳性 10 例（10%），人际关系敏感阳性 6 例（6%），焦虑阳性

7 例（7%），抑郁阳性 7 例（7%），精神病性阳性 5 例（5%），精神

科护士 SCL-90 各项因子评分与全国常模比较，如下表： 

项目 精神科护士（n=100） 常模（n=1388） t P 

躯体化阳性 1.69±0.53 1.37±0.58 10.45 ＜0.01 

强迫阳性 1.70±1.65 1.65±0.43 1.32 ＜0.01 

人际关系敏感阳性 1.46±0.68 1.62±0.58 3.97 ＜0.01 

焦虑阳性 1.65±0.51 1.23±0.41 8.30 ＜0.01 

抑郁阳性 1.24±0.48 1.29±0.42 1.60 ＞0.05 

检测结果现实出，不同年龄段的精神科护士在躯体化、强迫、

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等得分差异显著，有着统计学意义（P＜0.01），

在焦虑、敌对、精神病性等因子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代表着随着知识和工作经验的积累，应对方式逐渐的成熟完善。 

3 讨论 

3.1 工作状态超负荷 

当前，精神科护士面临着激励的竞争，生活节奏加快，精神问

题逐渐的突出。我国精神病患者数量增加，从事精神科护理工作的

人员还不足 10 万人[2]，在云南省某医院中，某精神科住院病人在 80

人左右，而精神科护士只有 18 人，增加了护士的压力[3]。 

3.2 医院工作环境不佳 

医院是一个特殊的工作环境，也是一个很焦虑和沟通障碍的环

境，这种工作环境影响到了患者和家属、医务工作者的心理健康因

素[4]。精神科护士要应对这些因素，也要应对患者和家属的愤怒、

恐惧、悲伤等等心理状况，所以，护士出现心理问题的概率很大。

3.3 护士个人因素 

现代社会，很多护士都是独生子女，缺乏生活的艰苦的磨练，

也不会吃苦受罪。很多护士都生活在父母宠爱的家庭环境里。所以，

从学校毕业之后，他们需要应对患者的挑剔、家属的责难、医院的

严格管理和同事之间的竞争、医院的低报酬等等，这些都为精神科

护士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压力[5]。造成了高压力、高度紧张的环境中

引起心理问题。 

3.4 护理工作本身因素 

因为护理人员在下班后因为休息时间不足、总是超负荷工作、

疲惫无法得到缓解、无法释放自己的紧张情绪[6]。再加上轮班制度

造成了生活节奏严重不规律，为护理人员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压力。 

3.5 护患关系紧张 

当前，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

健康意识增强，患者对医疗卫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导致护患关系

紧张。护理人员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中，年轻护士的经验不足，和患

者的关系不和谐，缺乏交流，也可能会引起心理焦虑或者抑郁。 

4 对策探讨 

4.1 减轻工作压力 

首先，要提升护士的适应能力，精神科护士，因为服务对象的

特殊性，对护士的心理和身体都是很大的挑战[8]。医院可以对精神

科护士进行培训，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注重对护理人员的情商的

培养，控制自我情绪，理解患者的意识。 

4.2 医院领导的重视 

为了提高精神科护士的心理健康水平，提高管理者的重视和支

持。护理工作要经常倾听护士的心理感受和工作压力。如果遇到了

患者的投诉，不能总是责备，而是要经常进行安抚、反馈和帮助，

结合某一具体问题采取合理的解决措施，创造一个和谐、稳定的工

作环境。 

4.3 加强职业防护 

医院要减少职业危害，加强护士职业防护，减少精神科的突发

事件，提高应对护士的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减少工作带来的压力。 

4.4 及时舒缓不良情绪 

护理人员的心理压力大的时候，要及时的缓解自己的不良兴

趣，找到正确的宣泄方式。医院管理者要经常倾听护理人员的意见，

定期或者不定期组织不同的活动。要让护理人员感到放松，增加彼

此的了解，团结互助。 

4.5 注意培养自身对挫折的承受能力 

医学心理学研究证明，人在遭受挫折后，往往会引起一系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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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心理的变化。由于护士与患者直接接触的机会多，随时都有可
能接受来自患者的许多“不适宜的刺激”。护士要避免和消除自己
因受挫而产生的心理困扰，做到：（1）必须对护理工作中出现的挫
折有充分的心理准备，避免发生冲突。（2）拓展自己的知识领域。
丰富的知识贮备，还能使护士在挫折面前头脑清楚，应变自如，摆
脱心理困扰，以更大的热情做好工作。  

综上所述，护士要保持和形成健康的心理，就要从自我做起，
努力追求一种对自己充满自信，对他人充满理解，对事业和生活充
满信心，对社会主动适应的积极状态，实现身心的健康发展。创造
良好的人际环境，才能有自然、和谐、宽松的生活、工作环境和健
康的心理环境，有安全感和自信心，才能充分发挥自身的护理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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