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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精神科的护理工作作为精神科工作的一个环节，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临床护理学不断发展的今天，

在精神科的护理工作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和缺陷，尤其是作为基层精神病院，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更多。

只有不断加强护理人员的专业知识，使其认真学习、履行护理规章制度，才能有效地避免其在精神科护

理工作中出现问题，确保精神科护理工作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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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link to psychiatric work, the nursing work of psychiatric department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Nowadays,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linical nursing,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and defects in the nursing work of psychiatric department, especially as a grass-roots psychiatric 
hospital, it faces mor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Only by continuously strengthening the profession-
al knowledge of nursing staff and making them study and fulfill the nursing rules and regulations, can 
they effectively avoid problems in psychiatric nursing work and ensure the smooth progress of psy-
chiatric nursing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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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精神病医院与普通的综合性医院是不同的，它们的收治对象主要是精神疾病患者，其疾病表现为

行为、心理活动上的紊乱行为，大多缺乏相应的自制能力，在法律上都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或无行

为能力的人[1]。同时，大多数精神病医院都处于相对偏僻的环境中，其封闭式的管理模式使得精神病

患者很容易出现攻击他人、自杀或者猝死等意外[2]。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以人为本的思想观念被

越来越多的精神病医院所接受和采用，提高精神病医院管理工作水平不仅能够服务于患者，更是医院

发展的需要。 
为了加强精神科医护人员的危机防范意识，有效地减少精神科出现的意外风险，现对基层精神科护

理工作中存在的常见问题进行分析。 

2. 基层精神病医院的特点 

基层精神病医院作为特殊性的专科医院[3]，多为县级医院，但是和综合性县级医院又不同，它往往

是该地区精神疾病患者的兜底机构。除了治疗精神病人之外，还承担着其他诸如社区精神卫生、心理咨

询等工作，甚至部分精神疾病患者的养老托养工作。基层精神病院有其自己的特点： 

2.1. 相对封闭性 

一是当前很多精神病医院都建在郊区，远离市区，相对来说比较安静和偏僻，虽然目前的新观点

认为在康复期的精神病人应该多与社会接触，但是普通人对精神病医院还是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4]；
二是精神病医院内实施病区隔离，精神病患者的认知缺乏让医院的建筑必须设置隔离措施，如病房要

随时上锁，窗户外安装铁栏；三是因为基层精神专科的特性，和其他综合性医院交流也较少，造成知

识和管理的相对封闭。 

2.2. 疾病反复性 

在其他综合性医院，病人康复出院后除某些症状外很少会因为同一种疾病再次入院，而精神病医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ns.2024.13405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吴邢超 等 
 

 

DOI: 10.12677/ns.2024.134050 343 护理学 
 

院出现这种情况就很普遍[5] [6] [7]，尤其是在春季、夏秋交替等季节变化的时候，往往出现许多患者

的疾病复发[8]。精神疾病的病程很长，有些患者甚至从入院开始一直住到去世。 

2.3. 社会公益性 

精神病医院的社会公益性表现在精神疾病防控工作中，基层精神病院往往要承担该地区的精神疾

病防治工作。精神病医院的医务人员往往除了住院及门诊的工作外，还要定期深入基层，对社区的精

神疾病患者走访、交流、评估病情。 

2.4. 诊治特殊性 

在对精神病患的诊断过程中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医生的临床经验。与其他医院相比，精神病患者

需要理化、生化检查的机会不多，诊疗方面也多以药物为主，物理治疗、心理治疗、康复治疗等手段

较为缺乏。同时，因为对医务人员的信任感，心理暗示就发挥着很大的作用[9] [10]。 

3. 基层精神科护理工作中的常见问题 

3.1. 护理人员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偏低 

在基层精神专科医院，护理人员主要招录对象为专科学历为主，也有部分中专学历，全日制本科

学历的较少。且在基层精神专科医院，工作繁忙且琐碎，且相当部分工作并不需要所学的专业知识，

造成部分护理人员进步学习的惰性。护理人员在强大的工作压力下，不仅很少有时间加强业务学习，

同时也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尤其是刚刚踏上工作岗位的年轻护士，由于尚没有足够的经验或

协作能力不高，对各种医疗器械的使用也不熟练，因此容易出现差错，造成延误抢救时机等情况的发

生[11] [12] [13]。 

3.2. 护理过程中存在不安全因素 

精神科护理人员面对的是异于常人的精神病患者，长期住院、无法出院容易造成患者性格偏激，

稍有不如意就容易发生冲动攻击行为。且很多年轻的护理人员往往出于对精神疾病患者的同情，造成

了对异常情况的警惕性有所放松，给患者的冲动攻击行为提供可乘之机[14]。精神科病房有明确的规定，

要求护理人员必须每 30 分钟就对病房巡视一次，对于有自杀或危害他人行为的患者必须时刻在护理人

员视线之内。而面对强大的工作压力和病人的特殊性，很容易导致患者出现自伤自杀等行为，使护理

人员不得不承担相应的责任。 

3.3. 书写护理记录不及时、不规范 

书写护理记录是精神科护理人员的基本工作。护理记录既是反映患者真实病情的证据，也是体现

护理人员工作情况的重要依据。众所周知，精神科常常会有突发事件发生，例如患者出现自杀或伤害

他人等情况[15]。这时很多精神科的护理人员往往只顾着抢救患者，而未能及时对患者的症状等重要的

资料进行记录，这就导致护理记录与结果存在差异。患者的家属一旦提出异议，就将引起医疗纠纷。

还有一些护理人员则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没有按照规定书写护理记录，而是为了应付检查或者提高病

历的质量做虚假记录，导致护理记录与医疗记录出现很大的出入，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3.4. 缺乏风险意识 

由于精神病患者常常会做出让人不可预料的事情，部分长期住院的患者为了达到一些目的，选择性

地“说谎”、“夸大”自己的病情和需要，而再三的重复造成护理人员对其不信任。往往在面临一些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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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状况时也容易忽视或者认为他们在“说谎”、“夸大”，从而造成了真正面对意外情况的时候风险意

识不足。有些护理人员存在侥幸心理，对自己的经验过于自信，认为凭借多年的工作经验，不可能会在

自己工作期间出现问题[16]，从而忽视了精神科事件的突发性，导致重大责任事故的发生。 

3.5. 缺乏自我保护意识 

护理人员是精神病科的重要工作成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职业的特殊性，护理人员每天

都需要冒着危险来工作，这就要求护理人员应具有自我保护意识[17]。例如，护理人员在对精神病患者

进行护理的过程中，应有意识地注意精神病患者的每个动作，发现其出现异常应立即采取措施，同时

不可对精神病患者使用过激的语言，以免将其激怒。此外，护理人员还要将对精神病患者采取的护理

措施及护理结果告知其家属，尊重患者家属的知情权，从而有效地避免医疗纠纷的发生。这也是精神

科护理人员自我保护的重要手段。 

3.6. 管理人员素质普遍不高 

目前很多精神病医院的管理层多是医疗技术专业人员，他们具有专业的医学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

验，但是对于管理工作来说，他们没有接受过全面系统的管理培训，管理工作水平还有待提高，只能

在实际工作中慢慢总结摸索，由于这些原因，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医院管理工作的良好开展，忽视了

精神病护理工作的重要性，导致各种问题和矛盾时有发生[3]。 

3.7. 护理团队的稳定性差 

精神病医院医护人员的风险大、待遇低，造成了很多精神病医院无法长久留住人才，从而严重阻

碍了医院的发展壮大[18]。部分重型精神病区的护理人员往往想办法调到轻症病区、门诊，甚至行政科

室，造成了护理团队的稳定性较差，护理工作连续性较差。 

4. 基层精神科护理工作风险应对策略 

4.1. 加强对护理人员专业技能的培训 

精神科作为一个工作性质较为特殊的科室，对护理人员的专业技能水平有着较高的要求。近年来，

虽然精神科护理人员整体的技术水平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加强精神科护理人员专业技能的学习仍

然十分重要。尤其是需要发挥精神科骨干护士的作用，发动帮传带作用[5] [19]。 

4.2. 注重对精神病患者进行心理护理 

精神病患者相当一部分比例存在种种心理障碍。因此，基层精神专科的护理人员在注重对病人进

行身体护理的同时，还应加强对其进行心理护理。要对精神病患者进行心理护理，就要加强与精神病

患者的沟通，对其进行全面的了解，这样才能制定出更为明确的心理护理方案，确保患者病情的稳定，

避免其产生消极的情绪。尤其是发挥基层的特点，用良好本地方言沟通交流，能增强与患者的交流，

建立更好的信任感。 

4.3. 注重护理团队的培养 

基层的精神专科护理工作很多时候需要团队协作才能完成，团队成员的协作性、集体风险安全意

识往往需要长期磨合协作。注重对护理团队的培养，有利于不断地提高成员、科室的安全管理及风险

化解能力。通过开展各种演练，不同病区之间的交叉学习，有利于对各种风险的识别[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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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严格执行各种护理规章制度 

与医院的其他科室一样，精神科也有一套自己的规章制度，例如交接班制度、巡查制度、探视制

度和查对制度等。而严格执行这些规章制度是确保患者安全、减少医疗纠纷的重要手段。但在基层精

神病院，往往存在一些人情的因素，一些护理制度甚至核心制度落实不全。要想严格执行精神科的各

项护理规章制度，首先要使护理人员树立强烈的法律意识，使其从思想根源上认识到严格执行各种护

理规章制度的重要意义。此外，精神科还要针对各种护理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建立严格的奖惩制度，

各级领导也要经常对各种护理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以便对护理人员起到督促的作用。对于

病历护理记录等资料的真实性，上级护士、护理质控人员也要加强注意督察，并结合信息化手段进行

检查和质控。 
总之，精神科的护理人员只有做到加强自己的专业技能水平，树立危机意识，严格执行各种护理

规章制度，确保生活护理以及心理护理并重，理智地解决医患矛盾，才能有效地避免在工作出现问题，

确保精神科护理工作安全、顺利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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