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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humanized management concept in psychiatric nursing management. Methods: We se-
lected 50 psychiatric staff in our hospital and adopted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o divide the observation group (humanized 
management concept) and the control group (conventional nursing management) into 25 cases each. The management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management quality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e 
satisfaction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6.00%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72.00%, P<0.05. Conclusion: The human-
ized management concept can improve the management quality and job satisfaction of psychiatric staff, which is worthy of pra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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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化管理理念在精神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张洁　孙以琳　张碧蓉　

上海市松江区精神卫生中心，中国·上海 201617　

摘　要

目的：研究人性化管理理念在精神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择我院 50 名精神科工作人员，采纳“随机数字表法”
分观察组 ( 人性化管理理念 ) 与对照组 ( 常规护理管理 ) 各 25 例，两组管理效果比较。结果：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管理质
量较高；观察组满意率 96.00% 高于对照组 72.00%，P ＜ 0.05。结论：人性化管理理念能提高精神科工作人员的管理质量、工
作满意度，值得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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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精神科作为医院较特殊的科室，该科室患者存有异常行

为习惯、思维模式，对工作人员提出更高要求，为患者提供

优质、全面的护理服务，改善就医体验。近年来研究表明 [1]，

高标准护理工作使工作者的工作压力倍增，增加职业倦怠感、

护理失误率，甚至影响疾病转归、引起医疗纠纷，因此探寻

经济、有效及可行的管理办法，受到临床重视。罗霜霜 [2] 学

者认为，传统护理管理的重点是监督日常工作交接、执行查

对制度等，忽视个体差异性、管理效果单一，未得到工作人

员青睐、临床应用受限，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分析人性化

管理理念在精神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效果，报道如下。

2 资料和方法

2.1 基线资料

选择 2019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我院 50 名精神科工作

人员，随机分两组。每组 25 名，观察组 : 男女比例是 4:21，

年龄 21~36 岁，均值 (28.53±8.24) 岁；工作年限 2-13 年，均

值 (8.34±1.22) 年；学历 : 大专 15 例，本科及以上 10 例；对

照组 : 男女比例是 3:22，年龄 22~37 岁，均值 (28.69±8.45) 岁；

工作年限 3-14 年，均值 (8.24±1.36) 年；学历 : 大专 9 例，

本科及以上 16 例。两组比较 (P ＞ 0.05)。①纳入标准：均为

精神科工作者；年龄≥ 2 年；具备良好的自主沟通能力；签

署“知情同意书”；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同意。②排除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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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心肝肾功能障碍；伴高血压、糖尿病者；免疫系统疾病；

认知障碍者；临床资料不完整者。

2.2 方法

对照组：常规护理管理，日常护理工作中重视监督交接、

落实查对制度内容，根据精神科规定严格执行交接班制度。

观察组：对照组基础 + 人性化管理理念。①交流沟通：

精神科护士长主动与工作人员交流沟通、增加频率，科室工

作者心理状态、工作情况需定期掌握，协助解决临床工作时

存在的困扰，缓解心理负担、提高工作积极性。②弹性排班

制度：护士长对排班进行安排时，以不影响正常工作为基点，

结合工作人员实际排班要求开展合理的工作安排，通过护理

水平互补的形式，合理搭配排班人员，若有工作者身体不适

及时更改当天的排班流程，推动护理工作顺利开展。③奖罚

分明：结合精神科实际建立健全护理工作奖励制度，表现优

异者予以绩效奖励、口头表扬等，提高工作者积极性、责任感，

表现较差者，予以口头警告、适当惩罚措施，推动各护理工

作流程顺利开展。④健康教育：定期开展科室讨论会、精神

科专题讲座等，加强护理工作者自身护理水平、自身认同感，

了解掌握常见精神疾病的症状、处理办法等，更好地完成护

理工作，满足患者护理需求。

2.3 观察指标

管理质量：结合精神科实际、向工作人员发放“管理质

量量表”，涉及专科操作、服务态度、病历书写及护患沟通，

各维度评分范围 0~100 分，得分越高则管理质量更显著 [3]。

满意度：查阅知网、万方及维普等学术网站，制定“满

意度调查问卷”，百分制表示，Cronbachα 信度系数 0.82，满

意≥ 85 分，一般 61~84 分，未满意≤ 60 分，满意率 = 满意

+ 一般。

2.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2.0 统计分析软件，计量资料 ( 管理质量 ) 以

x 表示，t 检验；计数资料 ( 满意度 ) 以率表示，χ2 检验。P

＜ 0.05( 有统计学意义 )。

3 结果

3.1 管理质量

观察组管理质量较对照组高，P ＜ 0.05( 具统计学意义 )，

见表 1。

表 1 比较管理质量（ x ±s, 分）

组别 专科操作 服务态度 病历书写 护患沟通

观察组 (n=25) 94.58±8.39 92.63±8.47 95.62±8.53 93.67±8.43

对照组 (n=25) 88.24±7.65 87.54±7.23 89.21±7.52 87.26±7.05

t 2.7919 2.2853 2.8184 2.9164

p 0.0075 0.0268 0.0070 0.0054

3.2 满意度

观察组满意率 96.00%，高于对照组 72.00%，P ＜ 0.05，

见表 2。

表 2 比较满意度 [(n),%]

组别 满意 一般 未满意 满意率

观察组 (n=25) 15(60.00) 9(36.00) 1(4.00) 24(96.00%)

对照组 (n=25) 12(48.00) 6(24.00) 7(28.00) 18(72.00%)

x2 -- -- -- 5.3571

p -- -- -- 0.0206

4 讨论

随着人们生活质量提高，患者、家属对科室的护理质量

提出更高要求，因精神科较特殊，患者普遍存有精神障碍性

疾病，增加护理工作者的工作难度。调查研究显示 [4]，实际

开展护理工作时，患者因无法主动配合开展护理工作，影响

工作者的护理质量、引起护患纠纷，受消极工作环境的影响，

工作积极性下降、心理压力增加，因此李彦 [5] 学者认为，早

期实行对症护理管理尤为重要。常规护理管理具有护理单一、

忽视个体差异等缺陷，未获得患者青睐，临床应用受限。

本研究显示：观察组管理质量较对照组高；观察组满意

率 96.00% 高于对照组 72.00%，P ＜ 0.05( 具统计学意义 )，说

明本文与郎宇飞等 [6] 文献结果接近，由此可见人性化管理理

念能提高精神科工作者管理质量，其属于新型管理模式，“以

人为本”理念落实到实处，提高工作积极性、推动护理工作

顺利开展，具以下优势。

①精神科工作者的日常工作较特殊，导致工作时间无规

律、身体长期处于疲劳状态，给其心理状态、身体状态产生

不良影响，因此护士长需实时监测工作者情绪变化，通过交

流沟通形式、提供对症情绪管理，稳定情绪、消除顾虑，有

效缓解工作压力；②护士长充分了解精神科工作者的护理水

平，成立专业性护理小组，协助提高护理水平，将护理水平

存有差异的工作者划分为一组，达到共同进步、互相学习的

作用；③落实奖罚分明制度，了解工作者的日常生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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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困难者需尽力帮助，缓解心理负担、提高护理工作积极

性；④通过召开会议、专题讲座等形式，普及精神科常见疾病、

常见症状及处理办法等，尽量满足患者各护理需求，提高护

理管理效果，疗效确切、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综上所述，精神科工作人员的人性化管理理念能提高管

理质量、工作满意度，更好地服务于患者，具临床可借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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