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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美术治疗对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影响

叶丽香

南安市康复院 福建 泉州 362300

摘 要：目的：讨论研究在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中 开展团体美术治疗工作 的价 值作 用。 方法：将 2017年 2月到 2022
年 2月期间院内的 250例精神分裂症患者纳入研究范围，利用随机分配法划分为 对照组（接受常规治疗工作 ）、观察
组（接受常规治疗联合团体美术治疗工作 ），对比两 组 GAS评分、WCST评分，对比两 组患者生活质量状态评分。 结

果：观察组整体患者 GAS评分、WCST评分明显比对照组更具优势，P<0.05，有统计学差异；观察组整体生活质量状
态评分明显高于 对照组，P<0.05，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在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中 开展团体美术治疗工作 ，可以 增
强整体治疗效果，改善患者认知状态，将患者生活质量水平提升到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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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value of group art 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convalescent schizophrenia. Methods: In this paper, 250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in the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17 to February 2022 were included in the research scope, and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ing conventional treatment work)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ing conventional treatment
combined with group art therapy work) by random assignment method), compared the GAS score, WCST score of the two groups, and
compared 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Results: GAS score and WCST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superior to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with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The overall quality of life status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indicating a statistical difference. Conclusion: Group
art therapy in convalescent schizophrenia patients can enhance the overall therapeutic effect, improve the cognitive status of patient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to a new h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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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属于 临 床常见症状，主 要会运用药物控制
病情发展[1 ]，但是随着治疗研究的不 断发展，发现对康复
期精神分裂患者联合使用常规药物、团体美术治疗，可以
将治疗水平提升到新高度，改善患者认知状态，十分有利
于 患者康复[2]。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 般资料
将20 17年 2月到20 22年 2月期间院内的250 例精神

分裂症患者纳入研究范围，利用随机分配法划分为 对照组
（125例，男性 70 例，女性 55例，年龄范围在 23~50 岁
之 间，平均年龄为 34.70 ± 5.61 岁）、观察组（125例，
男性 72例，女性 53例，年龄范围在 24~51 岁之 间，平均
年龄为 34.66± 5.71 岁）。 纳入标准：所有患者都满足精
神分裂症诊断要求；所有患者均处于 恢复期；所有患者都
没有认知障碍与 意识障碍；所有患者及家属都清楚本次实
验活动，并签署了 相关知情同意文件 。 所有患者基本资料
之 间的差异不 存在统计学方面的意义 （P>0 .0 5）。

1 .2方法

对照组：接受常规治疗工作 ：奥氮平（国药准字
H 20 0 52688、江苏豪森药业 集团有限公司）每天早晚一 颗，
碳酸锂片（国药准字 H 31 0 21756、上 海新黄河制药有限公
司）每天一 颗。 持续治疗 6个 月。

观察组：接受常规治疗（与 对照组一 致）联合团体美
术治疗工作 ：

（1）流程：课程设计-目标制定-场地选择-物品准
备-确定工作 人 员-明确时间-设置好相关内容

（2）课程设计：包括初阶课程、中 阶课程、后阶课
程。初阶课程内容包括利用杂志拼贴完成自我介 绍、分享
幸福回忆以 及自由绘画等内容。中 介 课程内容包括珍贵的
人 、版画创作 、身体模仿 、制作 肖像、人 物速写等。 后阶
课程包括表现自己希望的样子、优点接力、制作 礼物、制
作 希望之 树以 及疗程结束后的事 后检查与 美术活动评价 。

（3）目标：通过相互 作 用给予 不 同患者之 间的亲 密
感、安全感；激发患者兴趣、参加欲望；治疗师细心引导
与 观察，让患者可以 有效利用相关材料完成美术作 业 ；让
患者对自己作 品发表自身感觉，观察患者自然感情的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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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师给予 患者相应的鼓励与 支持，让患者拥有帮助的机
会。

（4）场地选择、物品准备、确定工作 人 员：场地为
团体美术治疗室，大小为 20 ~30 平米，同时配备有洗手
池；使用物品有大方桌一 张、凳子 10 张以 上 、不 同绘画
材料，包括水粉颜料、铅笔、油画棒、彩色铅笔、记号笔、
白纸、彩色纸、杂志以 及报纸等；工作 人 员包括 1 名治疗
师，护理人 员 2名作 为 辅助研究人 员。

（5）活动时间与 活动内容：自我介 绍，在该过程中
需要提供茶水与 简单点心，并组织简单游戏，分享 患者此
刻心情（5m in ）；治疗师在活动开始前需要进行相关提示
与 材料说明工作 ，让患者了 解治疗的目的与 意义（5m in ）；
美术活动（30 m in ）；作 品欣赏及发表（10 m in ）；意见交
流与 反馈（10 m in ）。 每周进行一 次团体美术治疗活动，
每次整体持续 1h 。 持续治疗 6个 月。

1 .3判断标准
对比两 组 GA S评分（大体评定量表，91～10 0 分完

全痊愈，社会适应极好； 81～90 分痊愈，社会适应好；
71～80 分症状好转，社会适应一 般；61～70 分，无自知
力；51～60 分，自动进步或轻度退缩；41～50 分，进步
或明显退缩；31～40 分，精神病症或重度退缩；21～30
分，症状中 重或偏重；11～20 分，严 重至需监护；1～10
分极重需持续监护 ）、WCST 评分（威斯康星卡片分裂
测验法，包括完成总应答数、正确应答数、完成分类数、
持续性错误数、非持续错误数），对比两 组患者生活质量
状态评分（生活质量评分量表包括躯体功能、心理状态、
社会功能、物质生活状态、生活质量等方面，各项总分为
5分，分值越高说明患者状态越好）。

1.4统计学方法
利用 SPSS22.0 系统处理相关数据信息，计量资料用

（x± s）表示，采用 t进行检验，如果P值不 足 0 .0 5，
就表示两 组数据之 间的差异存在统计学方面的意义 。

2 结果

2.1 对比两 组 GA S评分、WCST评分
观察组整体患者 GA S评分、WCST 评分明显比对照

组更具优势，P< 0 .0 5，有统计学差异，见表 1。
表 1 两 组患者 GA S评分、WCST评分对比情况(x± s)

组别
GA S评

分

完成

总应

答数

正确应

答数

完成

分类

数

持续性

错误数

非持

续错

误数

观察组

（n = 12

5）

82.1 0

± 6.77

125.1 0

± 3.44

70 .0 2

± 9.52

3.0 6

± 0 .99

29.1 0

± 1 0 .30

26.91

± 9.67

对照组

（n = 12

5）

73.0 1

± 5.47

119.0 2

± 1 .46

53.0 1

± 8.46

1 .33

± 0 .87

36.70

± 13.30

22.13

± 7.21

t 1 1 .676 18.190 14.932 14.675 5.0 51 4.430

P 0 .0 0 1 0 .0 0 1 0 .0 0 1 0 .0 0 1 0 .0 0 1 0 .0 0 1

2.2对比两 组患者生活质量状态评分
观察组整体生活质量状态评分明显高于 对照组，

P< 0 .0 5，有统计学差异，见表 2。
表 2 两 组患者生活质量状态评分对比情况(x± s)

组别
躯体功

能

心理状

态

社会功

能

物质生

活状态

生活质

量

观察组

（n = 125）

3.58±

1 .31

3.75±

1 .18

3.36±

1 .25

3.70 ±

1 .44

3.59±

1 .1 1

对照组

（n = 125）

1.54±

0 .26

1 .64±

0 .87

1 .41±

0 .71

1 .69±

0 .77

1 .80 ±

0 .50

t 17.0 77 16.0 91 15.165 13.762 16.438

P 0 .0 0 1 0 .0 0 1 0 .0 0 1 0 .0 0 1 0 .0 0 1

3 讨论

从 精神分裂症患者以 往治疗工作 来看，患者只能依靠
药物来控制病情发展，虽然可以 缓解患者症状，但是患者
整体认知功能水平、社会功能水平以 及自尊等均得不 到有
效提升，延长了 治疗时间[3]。

团体美术治疗主 要是利用心理治疗、美术治疗等相关
理论知识与 操作 技术，借助组织介 绍方式、热身活动形式、
美术创作 与 作 品讨论方法等帮助患者达到治疗目的，操作
中 会将患者个 体作 为 中 心，医师不 对创作 过程进行干预与
深层解释，为 患者创造信任 、接受氛围，十分有利于 患者
康复[4]。 有相关研究报告对团体美术治疗方法在康复期精
神分裂症患者中 的运用价 值进行了 分析，发现该种方式可
以 改善患者相关认知功能评分，将整体治疗效果水平提升
到新高度，缩短患者整体治疗时间，提升患者自尊水平，
改善患者社会功能，减轻患者心理负担，从 而提升患者整
体生活质量水平，且 组间相关数据信息之 间差异存在统计
学含义 （P< 0 .0 5）[5-6]。 结合文中 研究结果，观察组整体患
者 GA S评分、WCST评分明显比对照组更具优势，P< 0 .0 5，
有统计学差异；观察组整体生活质量状态评分明显高于 对
照组，P< 0 .0 5，有统计学差异。

可见，在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中 开展团体美术治疗
工作 ，可以 增强整体治疗效果，改善患者认知状态，将患
者生活质量水平提升到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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