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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人性化护理在老年精神疾病患者康复治疗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择我院于 2020.10-2021.10 月，1 年内收治的 106 例老年精神疾
病患者，将所有患者随机分组为对照组（53 例，使用常规方法护理）和观察组（53 例，实施人性化护理干预）。结果：观察组 BPRS 评分明显低于对
照组，观察组患者家属满意度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对老年精神疾病患者实施康复治疗时，通过人性化护理
干预可取得明显更佳的效果，可显著减轻患者精神病性症状严重程度，提高患者家属满意度，有较好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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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疾病是在各种生物学、心理学以及社会环境因素影响下，

大脑功能失调，导致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等精神活动出现不同
程度障碍为临床表现的疾病[1]。需要对患者实施有效的护理，帮助
患者面对治疗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提高治疗效果。本研究中，即
分析了人性化护理老年精神疾病患者实施康复治疗的应用效果，具
体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选择我院于 2020.10-2021.10 月，1 年内收治的老年精神疾病患

者 106 例。将所有患者随机分组为对照组（53 例，男 32 例，女 21
例，平均年龄 65.84±4.62 岁）和观察组（53 例，男 31 例，女 22
例，平均年龄 65.84±4.62 岁）。对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分析后显示，
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所有患者及家属对本研究均完全
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我院伦理委员会对本研究也完全知
情，并批准研究。 

1.2 方法 
在治疗期间，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实施人

性化护理干预，具体方法如下： 
1.2.1 常规护理 
对照组在治疗期间实施常规方法护理，护理过程中详细观察病

情，患者有异常行为是采取应对措施。 
1.2.2 人性化护理干预 
观察组在常规方法护理基础上，实施人性化护理干预，具体方

法如下： 
①心理护理。精神疾病对患者的生活影响非常大，容易导致患

者心理状态产生较大变化。对精神疾病患者实施心理护理，全面了
解患者的心理变化，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减轻患者的痛苦程度，
帮助患者树立治疗信心。 

②环境护理。外界环境对精神疾病的治疗会有一定影响，需要
结合患者病情情况，为患者营造一个更有利于疾病直接的病房环
境。病房一般布置比较单调，色彩以白色为主，陈设简单，对病情
疾病治疗没有促进作用。护理人员可以增添绿色植物，播放轻松舒
缓的音乐等。 
③运动护理。运动可以刺激中枢神经系统，让神经细胞感受到兴奋。
还可以提高新陈代谢、呼吸系统、血液循环、消化和内分泌等功能，
对精神疾病的治疗有明显促进作用。 

1.3 观察指标 
本研究需观察两组患者在护理后精神病性症状严重程度、患者

家属满意度进行评价。在精神病性症状严重程度的评价上，使用简
明精神病评定量表 BPRS 进行评价。总分（18～126）分，得分≤
35 为正常，得分＞35 分为病人组，得分越高病症越严重。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0.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使用 t 和“x±s”

表示计量资料，使用 x2 和%表示计数资料，P＜0.05 表示数据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观察组 BPRS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观察组患者家属满意度明

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 1： 

表 1 观察组和对照组 BPRS 评分患者家属满意度的对比 

组别 例数 BPRS 评分 患者家属满意度 

观察组 53 50.59±6.67 49（92.45%） 
对照组 53 59.34±7.64 37（69.81%） 

t - 6.281 8.874 
P - 0.001 0.003 

3 讨论 
精神疾病发病受到多种因素影响，最常见的主要有不同的脑部

结构或功能、心理因素、社会因素等。常见的精神疾病临床症状表
现为性格突变、情感紊乱、行为诡异、敏感多疑、记忆障碍、意志
行为障碍等[2]。精神疾病患者受到病症影响，认知、情感、行为等
都会出现明显异常情况，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精神疾病一般没
有明显的身体变化，病症体现在对患者精神的影响。精神疾病发病
后需要及时采取治疗，有效减缓病症对患者神经系统的影响。老年
精神疾病患者大多同时患有其他老年疾病，比一般患者处境更加艰
难。因此需要关注精神疾病不同于一般疾病的特点，老年精神疾病
对患者实施有效的护理措施。 

人性化护理是基于人道主义精神，本着关爱生命，维护健康的
人性化服务理念开展护理工作。精神疾病患者的病症在神经系统，
比起一般生理性的疾病，病房发展更复杂，治疗难度更大，对病症
的影响难以用语言表达，患者很难得到他人理解，包括家属[3]。护
理人员是对精神疾病有更科学全面认识，更清楚病症对患者的危
害，可以更好地理解患者，了解患者的心理状态。通过对患者实施
心理护理，多于患者沟通交流，倾听患者心里的声音，用心关怀患
者，让患者感到安心。给患者提供更有利于治疗的病房环境，让患
者更加舒适，更好地放松心情，缓解不良情绪对患者的影响。运动
是可以对人体各项功能起到全面的促进作用，提高患者神经兴奋
度，有效缓解疾病对神经系统的损害[4]。精神疾病的治疗是需要长
期坚持，患者会持续服用药物，改善神经系统病变，实现稳定病情，
逐步恢复健康的目的。在治疗期间，护理人员除了要关注患者日常
生活，按时药物服用，更多的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给患者提供更全
面的护理。针对病症特征实施护理，通过对患者的心理状态，病房
环境，日常运动进行的干预，减轻患者精神病性症状严重程度。本
研究显示，人性化护理在老年精神疾病患者康复治疗中有明显促进
效果。 

综上所述，在对老年精神疾病患者实施康复治疗时，通过人性
化护理干预可取得明显更佳的效果，可显著减轻患者精神病性症状
严重程度，提高患者家属满意度，有较好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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