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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性约束患者心身反应调查与护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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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摘暋要暋目的暋通过调查保护性约束对患者的心身反应棳探讨相应的护理对策暎方法暋自制问卷棳对入住

斏斆斦并曾被约束的棻棿棻例神经外科病人心理反应调查及病情护理回顾暎结果暋棻棿棻例中棳约束后出现严重抑

郁暍焦虑暍愤怒暍孤独暍敌对人数分别为椆例暍棻 例暍椆例暍棻棽例暍椂例暎约束后均有需求棳其中渴望解除者椂椆例棳希
望多关注椄棻例棳希望多询问椄棻例棳喝水棾棿例棳希望多观察病情 椂例暎结论暋保护性约束护理对患者均产生不

同类型及程度的心身反应和要求棳良好的护理对策棳可减少或降低心身反应的程度棳有效回避护理风险棳达到满

意的护理效果暎
关键词暋保护性约束椈心身反应椈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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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保护性约束即约束性保护棳是医护人员针对患

者病情的特殊情况棳防止各种意外发生棳对其实施

的一种限制其行为活动的医疗保护措施暎目的是

大限度地减少其意外因素对患者的安全影响椲棻椵棳
它是辅助治疗和安全管理的有效措施之一暎随着

医疗形势的发展棳斏斆斦 工作量的增加棳护理人员的

相对不足棳护理工作安全性要求的提高棳保护性约

束在斏斆斦 护理工作中使用频率较高椲棽椵棳给病人造

成身心影响椲棾灢 椵暎为此棳我们采用自制问卷形式棳调
查了神经外科棽棸棻棻年棻月至 月入住斏斆斦 曾被

约束病人棻棿棻例心理反应棳对此进行研究分析棳以
探讨神经外科病人保护性约束护理对策棳达到良好

的护理效果暎
棻暋资料与方法

棻灡棻暋临床资料

棻棿棻例患者均为棽棸棻棻年棻至 月期间入住

斏斆斦 患者棳年龄棻椄岁至椃棸岁暎被约束原因椇躁动暍
术后带引流管暍气管插管或气管切开暎约束工具椇
约束带棬棉质棳衬垫棳棻椂棸暳棽棸斻旐棭暎约束部位椇双上

肢暍单侧肢体暍四肢暎约束方法椇护理教科书约束带

的使用法暎时间椇棻暙椃斾棳平均棾斾暎
棻灡棽暋方法

自制问卷棳暟斏斆斦 约束患者心理调查暠棳调查结

果棬见表棻暍棽棭及病情回顾与护理暎
棽暋结果

棽灡棻暋约束后心理反应棬见表棻棭
棻棿棻例中棳约束后出现严重抑郁暍焦虑暍愤怒暍

孤独暍敌 对 人 数 分 别 为 椆 例 棬椂灡棿棩棭暍棻 例

棬棻棸灡椂棩棭暍椆 例 棬椂灡棿棩棭暍棻棽 例 棬椄灡 棩棭暍椂 例

棬棿灡棾棩棭暎
表棻暋病人约束后不同心理反应情况

心理反应类型
反应程度

严重 轻微 未发生 未回答

抑郁 椆 棿 椄椃 棸
焦虑 棻 棾椆 椄椃 棸
恐惧 椆 棾棾 椆椆 棸
愤怒 椆 棽椃 棻棸棽 棾
孤独 棻棽 棽椃 椆椆 棾
敌对 椂 棽棿 棻棻棻 棸

棽灡棽暋约束后最大需求棬见表棽棭
棻棿棻例中棳约束后均有需求棳其中渴望解除者

椂椆例棬棿椄灡椆棩棭棳希望多关注椄棻例棬椃灡棿棩棭棳希望

多询问椄棻例棬椃灡棿棩棭棳喝水棾棿例棬棽棿灡棻棩棭棳希望

多观察病情 椂例棬棾椆灡椃棩棭暎
表棽暋约束后需求情况

需求情况 旑 需求情况 旑
解除 椂椆 喝水 棾棿
关注 椄棻 及时观察病情变化 椂

多询问 椄棻

棾暋护理对策

棾灡棻暋约束对象适当

在行约束性护理前棳正确评估患者的意识暍定
向力暍活动能力及护理合作性棳对于神志清合作好

的患者棳向其说明重点注意事项棳该事项的作用暍目
的暍危险性暎不要因为其带有引流管道等因素即行

约束暎对于神志清暍定向力差的患者棳采取近距离

棸棻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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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棳加强看护措施暎深度昏迷棳零肌力的患者或

肢体避免约束护理暎适应对象椇棻棭神志不清暍躁动暍
活动能力极强棳采用药物镇静效果不满意患者椈棽棭
不能完全合作的带管患者椈棾棭谵妄状态椈棿棭癫痫患

者及小儿暎
棾灡棽暋正确的约束流程

棻棭明确使用约束带的目的椈棽棭对患者具体情况

进行评估棳实施约束对象恰当椈棾棭约束前向患者或

者家属充分说明约束的原因暍目的暍方法和必要性棳
取得同意棳并签署使用保护性约束知情同意书椈棿棭
取下患者身上可能会损伤皮肤的物体椲棿椵棳如饰物椈
棭掌握约束带使用注意事项暎使用专制约束带棳注

意约束部位和方法的正确安全棳约束带松紧度适

宜棳注意观察约束带的使用情况暎约束过程中定时

巡视患者棳对患者进行动态评估暎
棾灡棾暋根据心身反应的不同类型及需求棳采取相应

的护理对策

棾灡棾灡棻暋抑郁型暋在护理该类型患者时棳护士要用

亲切暍温和的态度棳得体的语言用心去呵护患者棳爱
护患者棳多询问接触他们棳时时有不同的交流话题棳
减少其斏斆斦综合征的发生暎所以在为患者行约束

后棳护士要了解患者的想法和需求棳给以恰当的疏

导暍安慰和解释棳让患者感到亲切暍信任和被关心棳
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棳提高病人对治疗和护理的依

从性暎
棾灡棾灡棽暋焦虑暍孤独型暋在斏斆斦 中棳病人失去了亲

情的照顾棳预感到不利情景的出现而产生担忧暍紧
张暍不安暍不愉快棳但这种焦虑多属于状态性焦虑棳
情景改变后棳焦虑随之消失暎另外有些病人碍于情

面棳在人体基本要求方面多处抑制忍耐状态棳如喝

水暍排便等棳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向护士诉其

需要暎因此在约束后棳基础护理落到实处的同时棳
重点免除他们心中的焦虑暍孤独与顾虑暎护士应亲

近暍关心暍体贴患者棳多询问棳多交谈棳了解其家庭棳
了解其社会棳尊重患者隐私棳减少身体暴露棳及时供

给食物水分棳处理大小便棳保持床单清洁棳按时床上

擦浴棳体位舒适棳满足病人 基本的需求棳在一定程

度上有效降低约束后的焦虑暍孤独心理暎
棾灡棾灡棾暋愤怒暍敌对型暋首先借助护士长的影响力棳
病人的眼中护士长是科室的 高领导棳是业务的代

表棳护士长的护理暍交谈与教育等可信性高棳真理性

强棳护士长的关心与爱护提高了患者的尊严暎所以

在病人行约束后棳护士长的工作要走在前棳从嘘寒

问暖话题开始棳再针对性的与患者沟通棳然后给予

鼓励与适当的抚触等棳这是一非常好的安慰剂棳可

明显减轻约束后病人的愤怒暍敌对心理反应棳是我

们的工作中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暎其次基础护理

做到实处棳如病人体位舒适棳基本生理需求及时得

到满足棳输液完毕或仪器报警提示护士及时发现棳
护士时时接近患者棳工作要做到勤巡视暍勤观察暍勤
询问棳要细心暍耐心暍有责任心棳多进行动态评估棳以
判断患者的病情变化和发展趋势棳并在记录巡视观

察结果的同时还要将观察处理结果及时反馈给患

者棳这些措施均可有效降低病人的愤怒暍敌对心理暎
后尊重患者棳约束时避免对患者粗暴拉扯棳保持

约束带松紧度适宜棳使患者肢体有一定的活动度暎
棾灡棾灡棿暋恐惧型暋针对恐惧型约束患者棳在联合应

用上述护理对策的同时棳保持患者安静棳环境清静棳
避免周围不良刺激棳包括工作人员语言及其他病人

病情变化抢救等暎适时评估病情棳及早解除约束护

理暎
棾灡棾灡 暋无论何种类型的心身反应棳均要调动家属

的积极性棳向家属说明约束护理的目的棳取得家属

的支持理解棳借助家属的力量棳给患者安慰与鼓励棳
劝其积极配合治疗护理棳有问题或要求勇于向护士

诉说棳把护士当做朋友棳积极寻求帮助暎护士要加

强责任心棳换位思考与感受棳体谅病人棳每棽小时评

估棻次病情棳为尽早满足病人的愿望暘暘暘解除约束

创造条件暎
棿暋结论

本文根据对棻棿棻例受过约束的斏斆斦 患者心身

反应类型与需求调查棳总结回顾其护理方法棳认为

保护性约束增加了护理工作的安全感棳但对患者均

产生不良的心身反应和不同的要求棳良好的护理对

策棳可减少或降低不良心身反应的程度棳有效回避

护理风险棳达到满意的护理效果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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