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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开放病房自伤自杀患者安全管理与护理干预措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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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精神科开放病房自伤自杀患者安全管理与护理干预措施。方法 选取 2022 年 9 月至 2023
年 9 月某三甲精神病专科医院开放病房收治的 60 例自伤自杀风险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入院顺序随机分配为

参考组和试验组，各 30 例。参考组采用精神科护理，试验组在精神科护理基础上增加安全管理与专项护理干预。

通过对比两组的自伤自杀事件发生率及心理状态。结果 试验组的自伤自杀事件发生率显著低于参考组（P<0.05）；
试验组的心理状态明显优于参考组（P<0.05）。结论 精神科开放病房自伤自杀患者的安全管理与专项护理干预措

施能够有效降低自伤自杀事件发生率，改善患者心理状态，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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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safety management and nursing intervention measures for self injury and 
suicide patients in open psychiatric wards. Methods Selected patients with 60 suicide risk of self-injury admitted to the 
open ward of a tertiary psychiatric hospital from September 2022 to September 2023 were randomly assigned as the 
reference group and trial group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admission, with 3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reference group 
adopted psychiatric nursing,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dded safety management and special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basis of psychiatric nursing. The incidence of SI suicide events and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self injury and suicide tim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Conclusion Safety management and specialized nursing interventions for self injury and 
suicide patients in open psychiatric wards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self injury and suicide events, improve 
patients' psychological status, and are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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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开放病房作为精神疾病患者治疗与康复的

重要场所，其安全管理与护理干预措施对于预防自伤

自杀事件、保障患者生命安全具有重要意义[1]。近年来，

随着精神疾病发病率的不断上升，精神科开放病房的

患者数量也随之增加，自伤自杀事件时有发生，给医疗

护理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2]。本研究旨在通过对比分

析，探讨精神科开放病房自伤自杀患者的安全管理与

有效护理干预措施，以期为临床护理工作提供参考，现

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共纳入 120 例精神科开放病房自伤自杀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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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患者，根据入院顺序随机分配为参考组和试验组，每

组 60 例。参考组中，男性 32 例，女性 28 例，年龄 18-
63 岁，平均年龄（38.54±9.32）岁；试验组中，男性

34 例，女性 26 例，年龄 19-65 岁，平均年龄（38.61±
9.33）岁。 

两组资料差异不大（P>0.05）。纳入标准：①确诊

为精神疾病患者；②存在明确的自伤自杀倾向或行为；

③签署知情同意书，同意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①存

在严重躯体疾病或器质性精神障碍；②无法配合护理

干预措施；③研究期间因其他原因退出或失访。 
1.2 方法 
参考组采用精神科护理，包括病情观察、药物护理、

心理支持等。定期评估患者的心理状态和自杀倾向，及

时报告医生并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每周两次安全检

查，防止危险物品带入病区。试验组在精神科护理的基

础上增加安全管理与专项护理干预，具体措施如下： 
（1）风险评估与分级管理：对每位患者进行全面

的自伤自杀风险评估，包括病史询问、心理评估、社会

支持评估等。根据评估结果，将患者分为高、中、低风

险等级，实行分级管理。。高风险患者除了专人陪护外，

还需实施严格的物品管理，如限制可成为自伤工具的

物品接触。中风险患者利用电子监控系统辅助巡视，确

保及时发现异常行为。 
（2）环境安全管理：病房设计应考虑到患者的安

全需求，如安装圆角家具、防滑地板，以及低矮易操作

的电灯开关和紧急呼叫按钮。在显眼位置张贴安全提

示，如“禁止私自调节药物剂量”、“紧急情况请按呼

叫按钮”等。此外，定期举行安全演练，包括火灾逃生、

突发病情处理等，提高患者和医护人员的应急处理能

力。采用持续改进措施（PDCA），即计划-执行-检查

-行动，不断完善安全检查流程。每日进行病房环境及

患者个人物品的安全检查，确保无危险物品遗留。同时，

建立安全检查反馈机制，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记录并整

改，形成闭环管理。 
（3）心理护理与情绪支持：建立个案管理团队，

每位患者由一名心理咨询师和一名护士共同负责，制

定包含认知行为疗法、艺术疗法、冥想放松等多维度心

理干预计划。利用心理 APP 或在线平台，提供患者自

助学习资源，如情绪管理技巧视频等，便于患者随时学

习与应用。 
（4）家属教育与支持：组织定期的家属教育讲座，

邀请精神科专家讲解疾病的病因、病程、治疗及预后，

以及家庭支持的重要性。 
（5）药物治疗与监测：建立电子病历系统，记录

患者用药史、过敏史及药物反应，便于医生快速查阅和

调整治疗方案。确保患者按时按量服药，对药物副作用

进行密切监测。对于服用抗抑郁、抗焦虑等可能增加自

杀风险药物的患者，加强观察与评估，及时调整治疗方

案。同时，教育患者及家属关于药物的重要性及正确使

用方法，防止药物滥用或误用。 
1.3 观察指标 
（1）自伤自杀事件发生率：记录研究期间两组患

者的自伤及自杀事件发生次数和人数，计算发生率。 
（2）患者心理状态：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

和抑郁自评量表（SDS）对两组患者的心理状态进行评

估，得分越低表示心理状态越好。 
1.4 统计学分析 
研究数据经 SPSS23.0 处理，采用卡方（χ2）对分

类变量进行统计，使用 t 对连续变量进行统计，以%和

（ ）表示，P<0.05 表示差异显著。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的自伤自杀事件发生率 
试验组自伤自杀事件发生率明显低于参考组

（P<0.05），详见表 1。 
2.2 对比两组的心理状态 
干预前，两组心理状态呈近似水平（P>0.05）；干

预后，试验组的 SAS及 SDS 评分均显著更低（P<0.05），
详见表 2。 

3 讨论 
自伤自杀患者，特别是那些处于精神疾病急性期

或慢性期的患者，往往因情绪波动、认知障碍或社会压

力等因素，表现出强烈的自我伤害或自杀倾向[3-4]。 

表 1  两组的自伤自杀事件发生率比较[n(%)] 

组别 例数 自伤 自杀 总发生 

试验组 30 1（3.33） 0（0.00） 1（3.33） 

参考组 30 4（13.33） 2（6.67） 6（20.00） 

χ2 - 
 

13.484 

P - 0.001 

s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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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的心理状态比较（ sx ± ，分） 

组别 例数 
SAS SDS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试验组 30 62.34±10.26 42.23±7.88 65.45±11.32 43.56±8.76 

参考组 30 62.24±10.18 54.67±9.45 64.89±11.22 56.77±9.87 

t - 0.038 5.538 0.192 5.483 

P - 0.970 0.001 0.848 0.001 

 
这类行为不仅威胁患者的生命安全，也给医疗护

理团队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因此，针对精神科开放病房

自伤自杀患者，采取科学、系统且个性化的干预措施尤

为关键。 
精神科护理在精神科开放病房中发挥着基础性作

用，包括病情观察、药物护理、生活护理等[5]。然而，

常规护理在应对自伤自杀高风险患者时，往往侧重于

症状的缓解，而忽视了患者深层次的情感需求和心理

状态。此外，常规护理缺乏针对自伤自杀行为的专项预

防措施，使得患者在情绪波动时难以得到有效的干预
[6]。因此，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引入安全管理与专项

护理干预，成为提高患者安全、降低自伤自杀风险的有

效途径。安全管理通过全面的风险评估与分级管理，实

现了对患者自伤自杀风险的精准识别与有效控制。高

风险患者得到专人陪护和严格的物品管理，有效避免

了潜在的自伤工具接触；中风险患者利用电子监控系

统辅助巡视，确保了异常行为的及时发现与处理；低风

险患者则通过自我监测日志的建立，增强了自我管理

和情绪识别的能力[7]。此外，环境安全管理的实施，如

安装圆角家具、防滑地板等，进一步降低了物理伤害的

风险。通过持续改进措施，不断完善安全检查流程，持

续提升安全检查效果。专项护理干预则侧重于患者的

心理需求，通过个案管理团队的制定，为患者提供了个

性化的心理干预计划。这些计划结合了认知行为疗法、

艺术疗法、冥想放松等多种手段，旨在帮助患者重建积

极的心态，提高应对压力的能力。同时，家属教育与支

持的加强，不仅能提高家属对患者病情的理解，还能增

强家庭支持系统的功能，为患者提供更为全面的情感

支持[8]。本研究结果显示，试验组的自伤自杀事件发生

率显著低于参考组，心理状态也明显优于参考组，这充

分证明了安全管理与专项护理干预的有效性。 
综上所述，针对精神科开放病房自伤自杀患者采

取安全管理与专项护理干预措施，能够有效降低自伤

自杀事件的发生率，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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