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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内科住院患者负性情绪相关因素及心理护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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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神经内科住院患者负性情绪相关因素以及心理护理干预效果。方法：首先回顾性分析 2020 年 1 月—2020 年 6 月我院神
经内科患者不良心理问题的原因，并总结出有效性的心理疏导策略，然后选择 2020 年 6 月—2020 年 12 月我院神经内科住院治疗的 100 例
病人进行研究，随机将这些病人分为观察组组和对照组，每组病人的数量相等，均为 50 例，对于对照组的患者进行一般护理，针对观察组
的患者需要在一般性护理的基础上，实施心理护理，分析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和护理纠纷发生率。结果：在患者护理满意度方面与护理
纠纷发生率方面，观察组均好于对照组，而且研究数据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分析神经内科不良心理问题的原因，并对其进行心
理护理，可以提高患者护理满意度和降低护理纠纷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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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内科承担着脑血管、脑部等疾病的治疗工作，相当一部分

患者在住院的过程中，由于受到疾病和缺乏认知等多方面因素的影
响，时常会出现焦虑、紧张和害怕的不良情绪，这些负面情绪的产
生，直接影响着患者的身体康复。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
医疗行业关注的重点逐步从疾病转移到人身上来，所谓心理护理，
即是指护理人员在护理患者的过程中，关注患者的负面情绪，并总
结出影响患者负面情绪的因素，采取有效措施给予疏导，增强患者
对临床治疗的信心，促进患者早日康复，树立医院良好的服务形象。
笔者研究神经内科住院患者负性情绪相关因素以及心理护理干预
效果，选择 2020 年 6 月—2020 年 12 月我院神经内科住院治疗的
100 例病人进行研究，现将研究过程报道如下： 

一、资料与方法 
1. 一般资料 
首先回顾性分析 2020 年 1 月—2020 年 6 月我院神经内科患者

不良心理问题的原因，并总结出有效性的心理疏导策略，然后选择
2020 年 6 月—2020 年 12 月我院神经内科住院治疗的 100 例病人进
行研究，随机将这些病人分为观察组组和对照组，每组病人的数量
相等，均为 50 例，其中对照组病人的年龄均在 46—76 岁范围内，
平均年龄为 58.17 岁；观察组患者的年龄均在 47—75 岁范围内，平
均年龄为 59.68 岁。两组病人在年纪、身体素质等方面均无明显差
别（P＞0.05），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可以进行对比研究。 

2. 方法 
针对对照组采取一般性的护理方式，观察组要在分析神经内科

患者不良心理问题原因的基础上，实施者针对性的心理护理： 
神经内科住院患者负性情绪的相关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

方面：首先，患者对于疾病不了解。神经内科的住院患者多为老年
人，具有文化程度低、理解能力弱的特点，一些患者以为住院治疗
是很大的病，心理上便产生了恐惧、焦虑和恐慌的不良情绪，对于
临床治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次，相当一部分神经内科患者没有
掌握有效的预防措施，神经内科的疾病有着发病急和治疗周期较长
的显著特点，而且这些疾病对于患者的生活有着很大的影响，患者
在每掌握有效治疗方式和预防措施的情况下，对于医院的治疗没有
信心，进而产生不良的心理问题。 

心理护理的主要方法：①普及疾病知识。在患者入院时，护理
人员需要向患者讲述疾病的发病机理和注意事项，可以采取口头教
育、微信公众号、视频讲解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及时了解患者的心
理需求，并尽可能地满足，同时向患者讲述治疗成功的案例，增强
患者对于临床治疗的信心。②定期与患者进行沟通。神经内科患者
的治疗周期较长，部分患者要长时间卧床休息，他们的生活质量和
就会下降，有的患者产生了紧张、焦虑和恐惧等心理问题，护理人
员需要重视心理健康辅导，耐心地与患者及其家属沟通，及时地疏
导患者不良的心理情绪。③对于一些心理问题较为严重的患者，特
别是心烦焦躁甚至精神抑郁的患者，在实际护理的工作中，护士需
要要耐心地倾听患者的倾诉，并根据患者倾诉的内容进行针对性疏
导，保障患者以最佳的心理状态配合治疗，为其早日康复奠定基础。 

3. 评价指标 
在患者出院时，神经内科的护士需要记录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

度和护理风险发生率，并对两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4. 统计学分析 
所有研究数据均利用 SPSS20.0 统计学分析软件做出分析，组间

比较采用 2χ 检验，当 P＜0.05 时表明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统计与分析结果显示，在患者护理满意度方面，观察组有 48

名患者认为护理工作很人性化，有利于缓解自身的焦虑情绪，增强
对于临床治疗的信心，有利于自身的康复，患者护理满意度为 96%，
对照组则有 8 名患者认为护理工作还需要改善，患者护理满意度仅
为 84%，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在护
理纠纷方面方面，观察组患者出现 1 例护理纠纷事件，发生率为 2%；
对照组出现 4 例护理纠纷事件，发生率为 8%，观察组护理纠纷事
件低于对照组（P<0.05）。 

三、讨论 
神经内科的疾病非常复杂，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在住院后，心理

上出现了诸多负面情绪，直接影响着临床治疗的效果。心理护理模
式是护理学和精神医学快速发展的产物，护理人员根据患者不良心
理情绪的表现，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疏导，增强患者对于临床治疗
的信心，让他们感受到来自医护人员的温暖与爱，为患者的早日康
复创造良好的条件。在本次研究中，针对对照组采取一般性的护理
方式，针对观察组在分析患者负性情绪相关因素的基础上，对患者
进行心理护理，统计与分析结果显示，现对于对照组而言，观察组
患者护理满意度更高，观察组护理纠纷发生率也比较低，数据对比
差异均具备统计学意义，表明分析神经内科住院患者负性情绪相关
因素，并对其进行心理护理，可以提高患者护理满意度和降低护理
纠纷发生率。 

四、结论 
总而言之，神经内科是医院非常重要的科室，做好神经内科的

护理工作，关乎着患者的身体康复和医院的形象，分析神经内科病
人的心理问题进行分析，并根据分析的结果，开展针对性的护理工
作，可以增强患者对于临床治疗的信心，提高患者护理满意度和降
低护理纠纷发生率，为患者的早日康复营造良好的条件，值得临床
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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