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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研究 

老年精神病患者中护理安全管理对不良事件发生率的影响 

付红雪 

(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 610036) 
 

摘要：目的：讨论老年精神病患者中护理安全管理对不良事件发生率的影响。方法：选取该院 2021 年 2 月到 2022 年 2 月收治的老年精神病 120 例
患者进行研究，均分为观察和对照组，对照组行常规护理，观察组予以护理安全管理。结果：观察组生命质量评分更高、月发病频率、住院时间更
少；不良事件发生率仅在 5.00%，较对照组的 18.34%更低，2 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护理安全管理既能促使精神病患者生
命质量得到进一步优化提升，又能最大限度的降低自杀、伤害他人等不良事件发生率，有效减少月发病频率，值得广为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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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精神病患病数量在近几年来以较快的速度在增加，脑部萎

缩所致的性格偏执、情绪暴躁是诱发精神病的最基本原因[1]。老年
人随年龄增加，重要脏器功能持续退化，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
等各种基础疾病多发，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心理问题愈发严重，
引起精神病。精神病不仅会给患者身心健康带来极大危害，还会使
家庭承受较大负担、社会秩序受到一定干扰。本研究比较和分析护
理安全管理的运用成果，具体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对象是我院 2021 年 2 月到 2022 年 2 月收治的 120 例老年精神

病患者，经随机计算机表法均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60 例。观
察组男 34 例，女 26 例，年龄 60~82 岁，平均(69.56±4.36）岁。对
照组男女比例 32:28，年龄 61～85 岁，平均(70.04±4.19)岁。患者
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无差异（P＞0.05）。 

1.2 护理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饮食指导、病情观察、定期查房、个人

卫生清理等；观察组予以护理安全管理：（1）提高护理人员综合
素质：护理人员要以温柔、平和的语气和患者交谈，绝不能因自己
言行不当而让患者受到过度刺激，若患者有异常行为，需立刻告诉
医师，迅速采取针对性处理。（2）护理安全管理方案的制订视患
者性格、病因、病情现状而定，用前瞻性思维预测精神病患者日常
生活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不良行为，做好全方位预防。（3）多安
排年轻护理人员照看患者，重视夜间看护，护理人员需时刻保持清
醒的头脑，以便在突发情况发生的第一时间内做出应急处理。（4）
病房中绝不可出现铅笔、锐器、管制品等尖锐器具，以免患者找到
自杀、伤害他人的机会。如条件允许，可在地面铺上地毯，严防跌
倒。（5）在病区专属位置设置安全报警系统，由专人管理，加大

对护理人员的专业化培训力度，确保其能以高度的职业素养和责任
感投身于工作，仔细照看患者。（6）护理人员在用药前，需对药
物种类、名称、药量、用法进行再次核对，确认无误后，才可让患
者服药。（7）让患者多进食维生素丰富、高热量、低糖、低脂、
易消化的清淡食物和新鲜蔬果，确保机体能摄入充足营养。 

1.3 观察指标 
记录患者生命质量评分、月发病频率和住院时间。用调查问卷

对以活动能力、社会能力、心理状况为衡量指标的生命质量作出评
定，总分 15 分，分数大小和生命质量高低正相关。 

不良事件：自杀、伤害他人、坠床、跌倒。 
1.4 统计学分析 

SPSS22.0 展开数据处理，计量资料以 sx ± 表示，用 t 检验：
计数资料用率(%)表示，以卡方检验，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护理效果 
观察组生命质量评分更高、月发病频率和住院时间更少

（P<0.05）。 

表 1：观察组和对照组护理效果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生命质量评分

（分） 
月发病频率

（次） 
住院时间

（d） 
观察组 60 13.42±0.79 3.02±1.12 47.18±1.10 
对照组 60 9.23±1.02 8.58±1.31 57.09±1.24 

t - 25.156 13.083 46.310 
P - 0.000 0.000 0.000 
2.2 不良事件发生率 
观察组不良事件发生率仅为 5.00%（P<0.05）。 

表 2：观察组和对照组的不良事件发生率对比[n,(%)] 
组别 例数 自杀 伤害他人 坠床 跌倒 总发生率 

观察组 60 0（0.00%） 0（0.00%） 2（3.33%） 1（1.67%） 3（5.00%） 
对照组 60 1（1.67%） 1（1.67%） 4（6.67%） 5（8.33%） 11（18.34%） 

X2 -     8.632 
P -     0.003 

3.讨论 
受人口老龄化加快、物质生活水平提升的影响，老年精神病患

病数量呈现的一直都是不断持续走升的态势，如何对老年精神病患
者进行高效的护理安全管理已是精神病医院亟待解决的重难点问
题[2]。老年人机体各功能器官日渐退化，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记忆模
糊、行动迟缓、思维混乱、失眠等现象，在精神性症状的作用下，
跌倒、坠床、割伤等不良事件风险系数激增[3]。 

在人性化理念不断倡导的今天，社会公众对护理服务质量的期
待值和标准要求越来越高，精神病人本就不同于普通病人，护理人
员只有更加小心、细致的看护，才能将医疗纠纷发生率降低到最小
范围内，才能使患者生命质量得到最优化保障[4]。护理人员需接受
定期培训，以达使其综合素养得以提升的目的，以便对各种突发事
件做出应急处理；同时，护理人员需多和患者进行有效沟通，用亲
切真诚的态度打动患者，走近患者内心，不知不觉的引导患者讲述
出内心想法，帮其平复心绪[5]。从上述研究可知，观察组护理效果
更好、不良事件发生率更低，护理安全管理的重要性、可靠性得到
了最有力印证。 

概言之，护理安全管理对提高患者生命质量有着积极促进作
用，可将自杀、跌倒等不良事件发生率控制在极低限度内，促使患
者生命安全得到最可靠保障，借鉴推广价值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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