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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产后精神病的临床特点及对策。方法:对 84例产后精神病作回顾性研究 ,根据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ＣＣＭＤ-2-Ｒ)对

84例产后精神病进行重新诊断分类并对其中 30例进行随访调查。结果:84例产后精神病中产后二周内起病 73.81%,二周后起病 26.19%;急性起病 89.
29%。按ＣＣＭＤ-2-Ｒ的症状标准对 84例患者进行分类诊断 ,符合精神分裂症 46.43%,器质性精神障碍 29.76%,神经症 14.29%,抑郁症 9.52%。 17例

(56.67%)复发精神障碍改诊为精神分裂症 7例(43.5%),抑郁症 3例(13%),分裂情感性精神病 2例 ,双相情感障碍 1例 ,周期性精神病 2例。随访结果

17例复发精神障碍患者中有 14例与分类诊断相符。结论:产后精神病以急性起病 ,临床症状不典型 ,易变性和混乱为特点;提倡心理支持与安慰 ,并针对有
关婚姻 、家庭问题进行咨询 ,并对婴儿护理提供必要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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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后精神障碍又称产褥期精神障碍 , 是产后 6周妇女在各种因素作用

下发生的各种精神病的总称。产后精神障碍大多数有不典型的临床症状 ,

是常见的一种精神疾病。我们收集 1994年 ～ 2009年我院住院诊断为产后

精神病患者 84例 ,既往无精神异常史 ,进行回顾性研究 ,并对其中 30例患者

进行随访调查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表 1　产妇分娩及精神障碍情况调查表　例(%)

年龄 职业 文化程度 发病时间 起病形式

20岁以下 6例(7.14%) 农民 55例(65.48%) 文盲 38例(45.23%) 产后二周内起病 62例(73.81%)
急性起病(二周内达高

峰)75例(89.29%)

20 ～ 30岁 63例(75.0%) 工人 9例(10.71%) 小学 23例(27.38%) 二周后起病 22例(26.19%)
呈双相经过 57例(67.86%),
病程前后症状有明显不同。

30岁以上 15例(17.86%) 其它 20例(23.81%) 中学 19例(22.62%)

大专 4例(4.76%)

生产胎次 生产方式 躯体因素 病前个性 家族史

第一胎 53例(63.10%) 顺产 66例(78.6%)病前伴发感染发热 34例(40.48%)病前个性内倾 37例(44.05%) 阳性 17例(20.24%)

第二胎 14例(16.67%) 难产 18例(21.4%) 大出血 9例(10.71%) 中间型 19例(22.62%) 阴性 67例(79.76%)

三胎及以上 17例(20.24%)产钳助产 9例(10.71%) 乳腺炎 3例(3.57%) 外向型 27例(32.14%)

剖腹产 4例(4.76%)

胎吸 4例(4.76%)

1.临床资料(见表 1)

2.结果
根据患者发病和住院期间的临床表现 , 按ＣＣＭＤ-2-Ｒ的症状标准对

84例患者进行分类诊断 ,符合精神分裂症 39例(46.43%),器质性精神障碍
25例(29.76%),神经症 12例(14.29%),抑郁症 8例(9.52%)。

通过门诊和书信对 30例患者进行随访 ,随访年限 3～ 14年 ,平均(8±3.

6)年。随访年限中未再出现精神障碍者 13例(43.33%),另外 17例(56.
67%)复发精神障碍改诊为精神分裂症 7例(43.5%),抑郁症 3例(13%),

分裂情感性精神病 2例 ,双相情感障碍 1例 ,周期性精神病 2例。随访结果
17例复发精神障碍患者中有 14例与分类诊断相符。

3.讨论

产褥期是妇女一生中情感生活最为脆弱的阶段 ,产后数日内半数以上
产妇出现不同程度的情绪反应。这些情绪反应比较短暂 ,大多能自行缓解 ,

一般不需住院治疗 ,只有出现了明显影响日常生活的精神症状时 ,才需住院
治疗 [ 1] 。本文的 84例占同期住院女性精神病人总数的 0.97%。本文调查

结果表明产后精神障碍多发生于经济条件差(65.48%为农民),文化程度低
(45.23%文盲),第一胎(63.10%),有精神诱因(病前个性内倾 44.05%,家

族史阳性 20.24%)。

本组研究表明 ,精神障碍在怀孕初和分娩前 3个月 ,比怀孕中期为常

见。在最初的 3个月非自愿怀孕者大多会表现为焦虑和抑郁;而在分娩前 3

个月中 ,则可能对临近的分娩产生恐惧或对婴儿是否正常表现担忧与怀疑 ,

农村妇女由于传统观念和影响还会表现出对是男孩或女孩的担忧。如既往
有精神障碍史的怀孕妇女 ,则更容易诱发或加重精神病性症状 ,只有少部分

妇女在怀孕期间其慢性精神障碍可能会有所改善。在怀孕期间必须谨慎使

用精神药物 ,因为有对婴儿造成畸形 、生长损害和围产期问题的危险。
顺产后 ,有 1/2～ 2/3的妇女会经历一段短暂的易激惹 、心境脆弱 、思维

混乱的时期。在这些症状中 ,心境脆弱是特别有意义的。所有这些症状在
产后 3 ～ 4天内严重程度和频率达到高峰。这种情况会在几天内自发消失 ,

所以不需要治疗。

在治疗上 ,更多提倡心理支持与安慰 , 如果有抑郁的 “生物学 ”症状 , 可
以使用抗抑郁药。另外 ,应针对有关婚姻 、家庭问题进行咨询 ,并对婴儿护

理提供必要的帮助 [ 2] 。
随访年限中 17例(56.67%)复发精神障碍改诊为精神分裂症 7例(43.

5%),抑郁症 3例(13%),分裂情感性精神病 2例 ,双相情感障碍 1例 ,周期
性精神病 2例。 30例随访患者 14例随访诊断与我们的分类诊断一致 ,说明

ＣＣＭＤ-2-Ｒ对产后精神病的分类诊断有较高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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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创建 “优质护理服务示范病房 ”的做法与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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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 “优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 ”的实践方法与效果。方法:确立 3个科室为 “优质护理服务示范病房 ” ,采取的措施包括:统一认识 ,成立创
建领导小组 ,加大护理人力资源配备和队伍建设经费投入 ,改革排班模式和管理模式 ,完善相应制度 ,定期质量检查和满意度调查。结果:密切了护患关系 ,

提升了护士自身价值 ,病人满意度由 95.13%上升至 99.72%。医生满意度由 93.02%上升至 99.94%,护士满意度由 95.97%上升至 99.35%。实现了护理
服务零投诉 ,护患关系零距离。结论:开展 “优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 ”活动可以提高临床护理工作质量 ,提高患者 、医生 、护士满意度 ,实现医 、护 、患三方均

受益。

【关键词】优质护理服务;示范病房;人力资源;护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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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认真贯彻落实卫生部 2010年全国护理工作会议精神 , 切实开展 “优

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 ”活动 ,加强医院临床护理工作 , 为人民群众提供 “安
全 、优质 、满意 ”的护理服务。我院作为四川省优质护理服务示范医院 ,制定

了我院的具体实施方案 ,将 “示范医院 ”的创建活动与 “医疗质量万里行 ”活
动紧密结合 ,以优质护理服务促进护理质量持续改进, 经过半年的开展与实

施 ,取得了良好效果 ,现报道如下:

1.一般资料
在我院的内 、外 、妇儿病区中各选择一个病区(内三科 、外三科 、妇产科)

作为示范病房 ,每个病区开放床位 56-80张 ,床位使用率在 96.7% -96.
9%,床护比在 1:0.40-1:0.42。

2.方法
2.1　结合医院实际 ,我院于 2010年 5月成立了以院长为组长的 “优质

护理服务省级示范医院 ”创建领导小组。以党委书纪等院领导分别负责的

满意度调查组 、绩效考核组 、示范实施组 、督导组 、设备仪器组 、后勤保障组
等 6个专项组 ,由护理部主任兼任创建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 举全院之力 ,

加强多部门合作 ,保障创建成功。
2.2　医院加大示范科室护理人力资源的配备和护理队伍建设经费

投入。
2.2.1　将示范科室的床护比 1:0.31-1:0.33增加到 1:0.40-1:0.42,

保障示范科室临床需求(增加的人力成本由医院承担)。

2.2.2　示范科室护士人数由医院每人每月 100元划拔到科室实行二级

分配 ,完善与配备患者住院基本生活条件 , 示范科室的基础护理设施(洗头

车 、晨晚间护理车等)由医院统一配置 ,不计入科室成本。
2.2.3　医院拔出专项经费为示范科室作为ＡＰＮ排班等护理改革项目

专用。

2.3　公示分级护理和基础护理服务项目及标准。医院通过电子屏幕 、
示范病房张贴告知 、工休会 、媒体等多种形式向患者及家属公示分级护理和

基础护理服务项目及标准 , 3个“优质护理服务示范病房 ”统一悬挂 “优质护
理服务示范科室 ”、“创造新生活 、创造新业绩 、创造新岗位 ”、 “五心服务承

诺:爱心 、关心 、热心 、细心 、责任心 ”等标识牌 ,示范科室每个病室显赫位置
张贴有管床护士名字及照片 ,接受同行 、患者、社会三方的监督。

2.4　变革传统排班模式。探索连续 8小时工作三班制的ＡＰＮ排班模

式 ,交接班次数减少 ,安全系数增加 , 1个示范科室护士分为 3-8个小组 ,高
带低搭配 ,落实床旁护理 ,包干到组 ,责任到人 ,同时体现分层使用 ,层层质

控。 1名责任护士分管 5-10位病人 ,每位责任护士管的床位相对固定 ,高
职称 、高年资能力强的护士主要负责病情相对较重且护理难度较高的病人 ,

低职称 、低年资护士主要负责病情相对较轻且护理难度较低的病人 , 体现

“按职称上岗 、能级对应 , 责任到护士 ”的包干式管理 , 形成责任护士自

控———上级护士对下级护士质控———科室质控组长总质控———护士长随机
抽查的长效质控机制,确保了每位护士工作质量 ,让每位住院患者均能享受

到同等优质的护理服务。

2.5　评估患者需求 ,彰显出我院基础护理 “三化一体 ”(基础护理技术
专业化 、基础护理服务个体化 、基础护理服务程序化)特色。

护理部主任组织示范科室护士认真学习和领悟奥伦的自负学说 、马斯

洛需要层次论 ,正确理解 “基础护理 ”含义。 护理工作中充分体现整体护理
的精髓 ,妇产科建立了 《病区日常工作量化考核表 》和《临床护理工作记录

表 》、《基础护理职责 》等表格 ,以打 “Ｖ”的方式落实各项护理内容。责任护

士每日根据评估病人需求结果做好 3个层次的护理:第 1个层次是常规护

理 ,第 2个层次是疾病护理 ,第 3个层次是个性化护理。这一举措深得病人
的高度赞扬。

2.6　简化护理书写 ,将时间还给护士 ,将护士还给病人。

2.6.1　我院从 2010年 3月 1日执行卫生部文件取消一般护理记录。
2.6.2　我院从 2010年 11月 1日执行卫生部文件:“护士每天执行长期

医嘱的给药单 、输液单 、治疗单等 , 由执行护士签名 ,不归入病历 ”。结合我

院实际 ,自制了 “液体输入执行单 ”———由医生填写 ,替代输液计划单 ,减少
护士转抄输液计划单的程序 ,节约出时间直接为患者服务。

2.7　建立第三方评价机制 , 将随机性检查和定期考核结果作为评选

“明星护士 ”和科室评优的依据。
2.7.1　护理部设计了《住院患者全程护理满意度调查表 》由监察 、党办

等领导组成的满意度调查组 ,每月对示范科室进行 1次病员满意度调查。

2.7.2　在关注病人满意度的同时 ,护理部也很关心护士的思想动态和
需求 ,为此 ,专门设计了《护士满意度调查表 》 ,针对护士关注的 10个问题由

医院满意度调查组进行 2月每一次调查。

2.7.3　设计了护士合作伙伴——— 《医生满意度调查表 》 ,针对医生关注
的 8个问题由医院满意度调查组进行 2月每一次调查。

3.效果

3.1　提高了基础护理质量(见表 1)。

表 1　开展优质护理服务前后护理质量比较

项 目 基础护理质量评分(分 ±5) ｔ值 Ｐ值

开展前 96.11 ±0.70 10.44 2 0.01

开展后 99.38±0.53

　　3.2　提高了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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