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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住院精神病患者外逃的原因!制订防范措施%方法
!

对发生外逃行为的
%4

例住院精神病

患者的资料进行回顾性统计分析%结果
!

%4

例外逃者中男性明显多于女性#以年龄在
&'

岁以内及文化素质低的

患者最多#以精神分裂症居首位#外出辅助检查是外逃常见的借助条件#外逃时间多在入院
!$E

以内%结论
!

住院

精神病患者外逃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加强安全防范措施!及早对患者实施护理干预!可降低精神病患者外逃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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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患者的外逃是精神科临床上最常见的意外事件之

一#由于患者外逃可能发生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如失踪-死

亡-危害社会治安等#也是精神病患者常见的致伤-致残-致死

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精神病患者的外逃行为往往具有突发

性-冲动性-隐蔽性及难以预测和防范等特点#给护理工作带来

一定的难度#也给家庭-社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分析精神

病患者的外逃原因#以便找出规律#及时采取相应的护理防范

措施#对减少精神病患者外逃的发生十分重要)防范住院患者

外逃事件是精神科护理工作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能提高医

疗护理安全质量#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研究组!

!$$$

年
"

月至
!$"$

年
"!

月住院精

神病患者#其诊断符合2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
&

版&3诊断标准#对其中
%4

例有外逃行为的患者进行回顾性调

查统计分析%对照组!随机抽取的
%4

例同期住院且无外逃行为

的精神病患者
%4

例%主要归纳分析外逃患者年龄-性别-文化

程度-入院次数-病情缓解程度以及疾病类型的关系#并对外逃

的原因-时间-地点-条件等进行统计分析)

$#/

!

方法
!

对两组患者在一般情况-病程-疾病诊断等方面进

行比较#并对研究组的外逃行为进行系统分析)

$#'

!

统计学方法
!

均采用
!

! 检验)

/

!

结
!!

果

/#$

!

两组的一般情况资料和常规用药情况比较
!

患者在年

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病程-用药-诊断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

&#职业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其他方

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见表
"

)

/#/

!

入院次数
!

首次入院者
!!

例#

!

次以上住院者
!'

例)

表
"

!

两组的一般情况资料和常规用药情况比较

项目 观察组 对照组
!

!

#

性别
!

男性

!!!

女性

&<

""

&5

=

"&#<&4

"

$#$"

年龄$岁&

!"

&'

!!!!!#

&'

&<

""

&5

=

"!#%5

"

$#$"

文化程度
!

高中及以上

!!!!!

初中及以下

"!

&'

"5

!=

%#&%

"

$#$"

职业
!

从业者

!!!

无业者

!&

!%

"5

!=

%#45

"

$#$'

婚姻状况
!

未婚

!!!!!

已婚

!!!!!

离婚

!!!!!

丧偶

!'

<

"$

<

!<

"!

'

%

""#5%

"

$#$"

病程$年&

!"

'

!!!!!#

'

&<

""

&!

"'

4#4&

"

$#$"

用药情况
!

传统药物

!!!!!

新型药物

!!!!!

传统
`

新型

!=

4

"!

!<

=

"&

5#<&

"

$#$"

入院次数$次&

!"

'

!!!!!!!#

'

!4

!$

!"

!<

$#'&

#

$#$'

诊断
!

分裂症

!!!

情感障碍

!!!

其他

!=

"!

4

!5

"!

<

"&#&%

"

$#$"

!!

注!传统药物为氯丙嗪-奋乃静-氟哌啶醇-舒必利%新型药物为利

培酮-阿立哌唑-启维-氯氮平-奥氮平)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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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6,+3,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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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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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外逃行为与疾病类型的关系
!

%4

例外逃者中#精神分裂

症
!=

例$

'5#'4T

&#躁狂症
=

例$

"4#$!T

&#酒精依赖
!

例

$

%#!<T

&#抑郁症
%

例$

=#'"T

&)精神分裂症外逃率居首位#

躁狂症次之#因此对住院精神病患者外逃的预防应以精神分裂

症和躁狂症为重点)

/#1

!

病情缓解程度
!

未缓解
!=

例$

'5#'4T

&#稍有缓解
"<

例

$

&%#$'T

&#有显著进展
&

例$

<#&=T

&)

/#2

!

发生外逃的时 间
!

入 院 后
"$E

外 逃 者 内
!<

例

$

''#&!T

&%

"$

#

!$E"'

例$

&"#5"T

&%

!$

#

%$E&

例$

<#&=T

&%

%$E

以上的
&

例$

<#&=T

&)逃跑时间大部分都选择在工作人

员少-交接班时间或工作繁忙之际)护士的排班运行是相对固

定的#有外逃意念的患者经常注意观察护士值班规律-护士在

何时忙于干何事-间隔多长时间巡视病房#以便选择时机外逃)

提示工作人员在人少-任务重的情况下#更要加强责任心#做到

重点患者重点交班#要坚守岗位#不擅离职守%要勤于查房#不

仅要密切观察病情变化#也要巡视病房门窗锁的安全)如发现

可疑迹象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制止)

/#)

!

外逃地点
!

病房内外逃者
&'

例$

4%#%4T

&#病房外外逃

者
"!

例$

!'#'&T

&)

/#.

!

外逃借助的外界条件
!

外出辅助检查
<

例$

"!#44T

&#工

娱疗
%

例$

=#'"T

&#以帮助病房做事的
!

例$

%#!<T

&#趁家属

探视
"!

例$

!'#'&T

&#工作人员未关门
!

例$

%#!<T

&#强行冲

门
!"

例$

%%#<=T

&)

/#O

!

外逃的原因
!

$

"

&认为住院环境差#不能适应者观察组

"!

例$

!'#'&T

&%$

!

&想家心切者观察组
5

例$

"5#"'T

&%$

&

&认

为自己没病不该住院者观察组
%$

例$

='#""T

&%$

%

&受幻觉妄

想影响者观察组
!&

例$

%=#5&T

&%$

'

&药物不良反应观察组
"<

例$

&%#$%T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心理及药物不良反应情况比较&

*

'

项目 观察组 对照组 项目 观察组 对照组

幻觉
"" '

抑郁
< !

妄想$被害等&

!& ""

对环境不适应
"! '

药物不良反应
"< <

想家心切
5 &

兴奋
"$ '

自知力
%$ "!

!!

注!两组比较#

!

!

f<#'=

#

#

"

$#$"

)

'

!

讨
!!

论

精神病患者是一个特殊的人群#由于受精神症状的支配#

外逃行为往往难以预料和防范#经常引起一些医疗纠纷)因此

对精神病患者外逃意外事件的预防是精神科临床护理工作的

重点之一)本组资料显示#$

"

&住院精神病患者的外逃#有如下

临床特征!

'

青年和未婚患者%

(

文化素质低的患者%

)

精神症

状未缓解或稍有缓解的患者%

*

入院在
!$E

以内和首次住院

的患者%

+

精神分裂症-躁狂症患者外逃倾向严重)所以#护理

人员对患者的情况做到心中有数#要加强巡视#对有外逃企图

的患者严密观察#严加防范)$

!

&患者外逃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

患者对环境不适应%

(

想家心切%

)

无自知力#不承认自己有

精神病%

*

受精神症状的影响%

+

对治疗措施不理解-害怕药物

不良反应)由此得知患者外逃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对环境不适

应和想家心切及受精神症状的支配#应在工作中引起注意#重

点防范)所以在工作中#对新入院的患者要热情接待#介绍病

房环境#使其尽快适应#积极配合治疗)同时要仔细观察患者

精神症状#有无外逃的动机及心理状态)$

&

&患者外逃借助的

条件!

'

外出做辅助检查或工娱疗时#工作人员少%

(

帮助病房

做事!如打扫室外卫生#到洗衣房送取衣物等%

)

探视时人多混

乱%

*

工作人员未随手关门或强行冲门!提示工作人员在开门-

关门时动作要迅速#随时注意停留在铁门附近的患者)所以在

带患者户外活动和检查时#护理人员要充足#加强工作责任心#

并合理分工#集中注意力#注意每位患者动向#以防患者强行逃

跑)$

%

&男性患者外逃发生率高于女性#主要原因是男性患者

体力强#强行冲门%从病房中外逃的多于病房外#可能与封闭式

管理有关)在工作中加强精神科护理人员自我防范意识的宣

教可以有效地预防或减少意外事故的发生+

"

,

#防范外逃的护理

措施如下)

'#$

!

早期治疗#尽快控制精神症状
!

对新入院患者及时实施

积极有效的治疗#尽快控制精神症状)

'#/

!

严密观察病情动态变化#减少患者借助的外逃条件
!

对

患者的病情做到心中有数#工作要有重点#从而减少患者外逃

的概率)护理人员要通过仔细观察和倾听来获取外逃者的线

索及计划)护士要加强精神病症状学习#熟练掌握专科护理技

巧#善于观察病情的细微变化#及早发现外逃征兆#及早干预#

防患于未然)

'#'

!

有针对性地做好心理护理
!

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主动

与患者交往#及早开展健康教育#使患者了解精神疾病有关知

识)因住院时间较长#想念亲人#而产生外逃企图者#要做好心

理疏导#及时掌握患者的病情和心理活动#疏导-稳定患者的情

绪#让其家属定期来院探望)并告诉患者继续巩固治疗的重要

性#消除患者精神康复的心理障碍#以减少其外逃的心理)根

据外逃患者的心理特征#制订相应的心理防护措施#逐步引导

和帮助患者正确认识自己的病情#积极配合治疗)

'#1

!

为患者创造良好的修养环境和接受治疗的最佳心理状

态
!

护士对患者一言一行仔细观察#做到心中有数%为患者介

绍病房环境及与病友#以病友现身说法消除疑虑或恐惧心理%

组织参加工娱疗活动#丰富患者的住院生活#消除心理压力#使

患者感到安全舒适#分散其逃跑意念#解除顾虑#配合药物治

疗#尽快使精神症状得到控制)

'#2

!

加强病房管理#严格执行交接班制度
!

患者外出活动-辅

助检查返回病房时#准确清点人数%对有外逃意图者应专人负

责#重点观察#使患者
!%D

不离医护人员的视线#无机可乘)

对于有强烈外逃企图和行为的患者#为确保患者安全#进行保

护性约束+

!

,

)护理人员要连续观察监护#预防意外)

'#)

!

加强安全管理#严格执行安全制度
!

加强安全管理#建立

健全的规章制度#定期进行安全检查#保证病房防护设备完整#

门窗玻璃完好#防止患者任意离开病房)加强岗位教育及业务

培训#增强护理人员安全意识#培养其敏锐的观察力#强化其职

业责任感和安全意识#培养0慎独修养1

+

&

,

)通过对护士的管

理#护理风险事件是可以减少和避免的#在对护理人员的管理

中#最重要的是教育和培训+

%

,

%其次#加强护理人员专科知识及

心理学相关知识的学习培训#提高护士的业务素质#加强职业

道德教育#使护理人员关心体贴患者#严密观察患者病情变化#

掌握病情特点及活动规律+

'

,

#观察了解患者的思想动态#及时

发现逃跑企图者#将外逃事件消灭在萌芽状态)

综上所述#住院精神病患者一旦成功外逃将给患者自身和

社会安定带来危害)由于精神病患者的自我保护能力较差#其

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住院精神病患者的外逃具有一定的规律

性#因此#护理人员应根据上述临床特点#加强责任心#加强安

全防范措施#切实有效地做好各项防范工作#无论在任何时候

都要严格执行安全管理制度及措施#从而确$下转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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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特异性#表达在各种血源性和非血源性细胞的表面#尤其在

血管内皮细胞表达最高)在生理条件下
]9;80"

仅低量表达#

但可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呈诱导性表达)

]9;80"

能通过与

其受体结合而促进
>

淋巴细胞活化及白细胞从血管内向炎症

部位浸润+

!

,

)

]9;80"

的表达可以在细胞内的多个环节上受

到调控#

]9;80"

的受体为淋巴细胞功能相关抗原
0"

$

Ô ;0"

&

和巨噬细胞分化抗原$

8A60"

&#均属于整合素家族+

&

,

#表达于

包括细胞毒性
>

淋巴细胞$

9>O

&在内的所有白细胞表面)黏

附分子的重要性在于可溶性的形式#由于它们的配体在白细胞

上#因此其可能涉及到白细胞
0

内皮细胞相互作用#以及这些分

子在急-慢性炎症及相关组织疾病中可能起的作用)在机体有

炎症时#在白细胞的相互作用刺激下#

*]9;80"

表达上调#含

量升高#而
]9;80"

与受体
9L""

"

9L"=

的相互作用#在中性粒

细胞与血管内皮细胞加强黏附并穿越血管内皮细胞的过程中

是非常重要的)这又进一步促进循环白细胞向炎症部位浸润#

如此构成恶性循环#扩大炎症效应#也进一步加重炎症部位的

损伤)

本组研究结果表明#

:/

患儿急性期脑脊液
*]9;80"

水平

明显高于恢复期及对照组#提示
*]9;80"

参与
:/

的发病过

程)

:/

具有特有的发病机制#通过激活
>

淋巴细胞#从而启

动炎性反应+

%

,

)

>

淋巴细胞被激活后还可产生多种细胞因子#

炎性反应越重#细胞因子释放量越多#诱导
]9;80"

表达增

加+

'

,

#使白细胞附壁-黏附-穿过血管内皮进入病灶部位#出现

急性期脑脊液
*]9;80"

水平升高#而在恢复期#由于炎性反应

的减轻#细胞因子释放的减少#血管内皮表达的
]9;80"

水平

下降)本组资料也表明恢复期患儿
*]9;80"

水平明显降低#

故
*]9;80"

可作为临床诊断和治疗的一个早期指标)

选择素是新近发现的细胞黏附分子中一个家族#

X0

选择素

是细胞黏附分子选择素家族中的一员#是活化血小板及血管内

皮细胞表面的一种膜糖蛋白)主要参与细胞间选择性识别-黏

附#在肿瘤转移-炎性反应-血栓形成及其他疾病中起重要作

用+

<

,

#在炎症过程的早期尤为重要)可溶性
X0

选择素借助于

细胞表面的黏附分子与血管内皮细胞及靶细胞的黏附作用#参

与并最终导致组织损伤-微血管病变等一系列病理过程+

4

,

)

X0

选择素通常情况下存在于血小板
!

0

颗粒和内皮细胞的

P,13,B0XABAE,

小体内#内皮细胞和血小板表面无
X0

选择素表

达或呈持续低表达状态#当血小板及血管内皮细胞受到刺激而

活化时#导致
X0

选择素基因激活#使细胞表面表达
X0

选择

素+

=

,

)当选择素与白细胞表面的配体结合后#即开始介导白细

胞的滚动作用#并将其锚定于内皮细胞表面上#从而介导稳定

的黏附作用)

M?3A

)

A*D1

等+

5

,认为#内皮细胞"血小板表达的

X0

选择素是内皮细胞活化白细胞
0

内皮细胞黏附及白细胞介导

器官损伤的标志物)抑制
X0

选择素的表达可大大缓解炎症程

度#减少白细胞对组织的损伤)本研究结果表明#与对照组比

较#治疗前
:/

患儿血清可溶性
X0

选择素水平明显增高#治疗

后降至正常水平#提示可溶性
X0

选择素水平的下降也与
:/

患

儿病情的好转密切相关)因此#血清
*]9;80"

和可溶性
X0

选

择素参与了
:/

的发生-发展过程#动态监测血清
*]9;80"

和

可溶性
X0

选择素水平对判断
:/

患儿病情转归具有重要参考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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