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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护理

精神科护理人员不良心理反应的原因
及自我调节研究
姚宇，李雁婷  （石河子绿洲医院精神科，新疆石河子  832000）

摘要：目的：分析精神科护理人员不良心理反应的原因及自我调节效果。方法：选择 100 例在精神科工作的护理人员为实验对象，将进行自

我调节的 50 例护理人员纳入研究组，进行基础调节的 50 例护理人员纳入参照组，分析精神科护理人员不良心理反应发生的原因，探析自我

调节对精神科护理人员不良心理反应及生活质量的影响。结果：调节前，两组生活质量评分及不良心理反应评分比较无显著差异，P＞ 0.05；

调节后，研究组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参照组，不良心理反应评分低于参照组，P＜0.05。结论：进行自我调节的精神科护理人员生活质量更高，

因此亟需进一步增强精神科护理人员不良心理反应的自我调节意识，从而避免出现心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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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护理的目的为治疗心理疾病，改善个人的精神状
态。随着精神科护理工作的增加，护理人员的压力也逐步增
加，易出现不良心理反应。有文献显示，精神科护理人员不
良心理反应的自我调节可以有效预防心理问题 [1]。本研究选
择 100 例在精神科工作的护理人员为实验对象，分析其不良
心理反应的原因及自我调节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100 例在精神科工作的护理人员为实验对象，将进
行自我调节的 50 例护理人员纳入研究组，进行基础调节的
50 例护理人员纳入参照组。研究组年龄 22~28 岁，参照组年
龄 21~27 岁，均为女性，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医院医学伦理委
员会审核批准，所有护理人员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研究方法

1.2.1  精神科护理人员不良心理反应的原因分析
（1）对精神卫生认识的匮乏，导致大多数人对精神病患者

是排斥的，加上精神科护理人员工作环境不佳，基础设施不全，
被很多人带着有色眼镜看待，使他们产生了自卑无助的心理。（2）
因为我国精神科护理事业发展较慢，所以很少有机会出去学习与
深造，且工资少、福利差，社会支持不够，导致护理人员没有明
确的学习目标，感觉前途渺茫，所以出现消极和悲观的心理。
1.2.2  不良心理反应的调节

参照组进行基础调节，研究组进行自我调节。基础调节
方案：听听音乐、跑跑步等。自我调节方案：（1）转移注意
力，积极参加各类社会活动，消除疲倦。增强体育锻炼，养
成成熟的人格。保持较好的情绪，学会适当放松，必要时可
以和同事沟通，通过幽默的话语消除烦恼，增添快乐。（2）
消除自卑情绪，增强自信心培养，积极学习护理专业的新知识，
把所学内容有效运用到临床与社会之中，转变社会群众对精
神病患者与精神科护理人员的看法，做到自强自爱。通过自
身的能力、素养、言语等的提升，获得更多人的尊重，以增
强自信心，积极开展护理工作。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调节前后生活质量评分和不良心理反应评分。采
用医院自制的生活质量评分表和不良心理反应评分表评定生活质
量和不良心理反应，分数越高生活质量越好，不良心理反应越轻。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2.0软件处理数据，计量资料以（x ±s）表示，
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用百分比表示，采用χ2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生活质量评分对比

调节前，两组生活质量评分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

调节后，研究组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参照组，P＜0.05。见表1。

表 1  两组生活质量评分对比（ ±s，分）

组别 n 调节前 调节后

研究组 50 50.21±12.37 75.45±13.55

参照组 50 50.31±12.52 65.76±11.63

t 0.351 6.241

P ＞ 0.05 ＜ 0.05

2.2  两组不良心理反应评分对比

调节前，两组不良心理反应评分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

调节后，研究组不良心理反应评分低于参照组，P＜0.05。见表2。

表 2  两组不良心理反应评分对比（ ±s，分）

组别 n
焦虑情绪评分 抑郁情绪评分

调节前 调节后 调节前 调节后

研究组 40 49.47±1.87 38.45±1.22 50.54±1.46 40.57±1.51

参照组 40 49.42±1.78 45.45±1.34 50.78±1.54 45.78±1.48

t 0.442 7.3542 0.3254 6.0452

P ＞ 0.05 ＜ 0.05 ＞ 0.05 ＜ 0.05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调节前，两组生活质量评分及不良心

理反应评分比较无显著差异，P ＞ 0.05；调节后，研究组生

活质量评分高于参照组，不良心理反应评分低于参照组，P
＜ 0.05。进行自我调节的精神科护理人员生活质量更高，因

此亟需进一步增强精神科护理人员不良心理反应的自我调节

意识，从而避免出现心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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