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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认知矫正治疗对精神分裂症的效果探究

张 哲 李岳朋 尚正君

北京市门头沟区龙泉医院 北京 102300

【摘 要】：目的：计算机认知矫正治疗对精神分裂症的效果探究。 方法：在 2019年 1月至 2020年 1月时间段选择
78例因精神分裂症而就诊于 我科室的病人 进行调研，按照治疗方案将其归纳为 2 个 小组，每组均纳入 39例病人 。 按照
治疗举 措将其命名为 常规组与 研究组，常规组所采用的治疗方案为 传统、常规治疗，研究组所选用的治疗方案为 计算
机认知矫正治疗。 总结与 探究 2种治疗方案实施效果。 结果：1.治疗前常规组WCST评分与 研究组WCST评分对照并
无明显差异，（P>0.05）。 治疗后常规组WCST评分提高，与 治疗前相比有一 定差异，（P<0.05）；治疗后研究组WCST
评分提高，与 治疗前相比有一 定差异，（P<0.05）。 虽然常规组、研究组病人 WCST评分改善，但常规组WCST评分
低于 研究组，两 组对照差异明显，（P<0.05）。 2.常规组躯体化、强迫、人 际关系、抑郁、焦虑及偏执因子分显著高于
研究组，两 组对照差异明显，（P<0.05）。 结论：计算机认知矫正治疗在精神分裂症治疗中 实施效果优异，此方案可
改善临 床症状，提高治疗效果，此治疗方案值得临 床应用与 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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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computer cognitive correction on schizophrenia.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9 to January
2020, 78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in our department were selected for investigation. According to the treatment plan,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with 39 patients in each group. According to the treatment measures, it is named as the conventional group
and the research group. The treatment scheme adopted by the conventional group is traditional and conventional treatment, and the
treatment scheme selected by the research group is computer cognitive correction treatment. Summarize and explore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the two treatment schemes. Results: (1) Before treatmen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WCST score
between the routine group and the study group (p>0.05). After treatment, the WCST score in the routine group was improved, which
was different from that before treatment (p<0.05); After treatment, the WCST score of the study group increased, with a certain
difference compared with that before treatment (p<0.05). Although the WCST score of patients in the routine group and the study
group improved, the WCST score of the routine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study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ignificant (p<0.05). (2) The scores of somatizations, obsessio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depression, anxiety and
paranoia in the routine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study group, and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computer cognitive correc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schizophrenia is excellent. This
scheme can improve clinical symptoms and improve the treatment effect. This treatment scheme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Keywords: Computer cognitive correction; Schizophrenia

精神分裂症在临 床治疗中 属于 常见、多发疾病，此疾
病具备发病率高的特点，据临 床不 完全收集、统计资料证
实最近几年因精神分裂症而就诊于 我科室的病人 呈逐年
增高趋势[1 ]。 精神分裂症属于 常见的精神类疾病，此疾病
在发生后容易发生认知损伤情况[2]。 精神分裂症在临 床治
疗中 以 对症治疗为 主 ，常用治疗方案为 药物治疗，我科室
为 了 提高治疗效果，则采用计算机认知矫正治疗。 为 了 总
结与 探究 2种治疗方案实施效果，于 20 20 年 1 月至 20 21
年 1 月时间段选择 78例因精神分裂症而就诊于 我科室的

病人 进行调研，具体实施情况、结果分析，见如下 阐述。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 般资料
在 20 20 年 1 月至 20 21 年 1 月时间段选择 78例因精

神分裂症而就诊于 我科室的病人 进行调研，按照治疗方案
将其归纳为 2 个 小组，每组均纳入 39例病人 。 按照治疗
举 措将其命名为 常规组与 研究组。 常规组：n = 39例病人 ，
男者：n = 19例、女者：n = 20 例，年龄在 25岁至 56例，
中 位年龄为 40 .1 1 岁。 研究组：n = 39例病人 ，男者：n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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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者：n = 19例，年龄在 26岁至 56例，中 位年龄为
40 .15岁。 参与 本次调研的病人 一 般资料对照并无明显差
异，（P>0 .0 5）。 本次治疗均通过本院伦理委员会一 致的
认同。 病人 、病人 家属知晓本次调研，自愿参与 ，并签署
《知情书 》。

1.2方法
常规组所采用的治疗方案为 传统、常规治疗，具体如

下 ：即为 利培酮治疗，口服用药，每天剂量在 2m g至 8m g。
研究组所选用的治疗方案为 计算机认知矫正治疗，具

体如下 ：（1）基础治疗：奥氮平治疗，口服用药，初始
用药剂量为 5m g，每天服用 1 次，自服药第三 天开始根据
病人 实际情况增加药物，最高药量为 每天 10 m g至 20 m g。
（2）计算机认知矫正治疗：在计算机软件 辅助下 制定训
练放哪，使用持续性操作 测验软件 对病人 实施警惕性、注
意力训练，同时采用文字回溯、记忆矩阵方式对病人 实施
工作 记忆训练，另外采用序列组合、数字推理方式对病人
实施推理能力训练，使用不 同人 物面部表情对病人 实施社
会认知进行训练，根据病人 实际情况以 循序渐进的方式增
加难度，每星期进行 5次治疗，每次治疗时间为 30 分钟，
连续治疗 12 个 星期。

1.3观察指标
指标观察：（1）治疗有效率：采用愈合、显著、显

效、无效表述，愈合则代 表病人 临 床症状显著改善，经
PA NSS评分结果证实，下 降指数为 ≥ 75%；显著则代 表病
人 临 床症状改善，经PA NSS评分结果证实，下 降指数为
≥ 50 %；显效则代 表病人 临 床症状有所缓解，经 PA NSS
评分结果证实，下 降指数为 ≥ 25%，无效则代 表病人 临 床
症状无任 何改善。 （2）PA NSS评分：从 治疗前、治疗后
2个 方面进行评价 ，评价 病人 阴性症状、阳性症状，得分
越高证明病人 症状表现越为 严 重。 （3）认知功能：采用
WCST进行评价 ，得分越高证明病人 认知功能越好，从 治
疗前、治疗后 2 个 方面进行对照。 （4）社会功能评分：
采用 PSP进行评价 ，总得分值越高证明病人 社会功能越
好，从 治疗前、治疗后 2个 方面进行对照。

1.4统计学
统计学处理将本文采取的数据均纳入 SPSS25.0 软件

中 进行处理，对于 技术资料以 （n ，%）表示，x2检验，
计量资料（均数± 标准差）表示，t检验，P＜0 .0 5 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

2 结果

2.1 常规组、研究组治疗有效率对照
常规组：n = 39例，治疗结果为 愈合：n = 13例、显著：

n = 12例、显效：n = 6例、无效：n = 8例，构成比为 79.48%；
研究组：n = 39例，治疗结果为 愈合：n = 22例、显著：n = 1 0
例、显效：n = 6例、无效：n = 1 例，构成比为 97.44%，常
规组治疗有效率为 79.48%，研究组治疗有效率为 97.44%，
两 组相比常规组治疗有效率高于 研究组，两 组对照有一 定

差异，（P< 0 .0 5）。
2.2常规组、研究组PA NSS评分
2.2.1 治疗前常规组、研究组 PA NSS评分
常规组：PA NSS评分为 91 .85± 26.0 4 分，研究组：

PA NSS评分为 91 .86± 26.0 5分，治疗前常规组 PA NSS评
分与 研究组PA NSS评分对照并无明显差异，（P>0 .0 5）。

2.2.2治疗后常规组、研究组 PA NSS评分
常规组：PA NSS评分为 65.77± 17.91 分，研究组：

PA NSS评分为 47.71± 12.32分，治疗后常规组 PA NSS评
分有所下 降，与 治疗前相比有明显差异，（P< 0 .0 5）；治
疗后研究组PA NSS评分有所下 降，与 治疗前相比有明显
差异，（P< 0 .0 5）。 虽然常规组、研究组病人 PA NSS评
分改善，但常规组PA NSS评分高于 研究组，两 组对照差
异明显，（P< 0 .0 5）。

2.3常规组、研究组认知功能对照
2.3.1 治疗前常规组、研究组认知功能对照
常规组：WCST 评分为 56.0 4± 1 0 .20 分，研究组：

WCST评分为 56.0 5± 1 0 .21 分，治疗前常规组WCST评分
与 研究组 WCST评分对照并无明显差异，（P>0 .0 5）。

2.3.2治疗后常规组、研究组认知功能对照
常规组：WCST评分为 68.88± 9.56分，研究组：WCST

评分为 85.61± 5.52分，治疗后常规组WCST评分提高，
与 治疗前相比有一 定差异，（P< 0 .0 5）；治疗后研究组
WCST评分提高，与 治疗前相比有一 定差异，（P< 0 .0 5）。
虽然常规组、研究组病人 WCST评分改善，但常规组WCST
评分低于 研究组，两 组对照差异明显，（P< 0 .0 5）。

2.4常规组、研究组SCL -90 评分对照
常规组：躯体化得分为 2.65± 0 .75 分、强迫得分为

2.34± 0 .50 分、人 际关系得分为 2.21± 0 .64分、抑郁得分
为 2.45± 0 .78分、焦虑得分为 3.62± 0 .65分、敌对得分为
1.62± 0 .78分、恐怖得分为 1.39± 0 .62分、偏执得分为 1.85
± 0 .65分、精神病性得分为 1.53± 0 .60 分、其他 得分为
1.90 ± 0 .67。 研究组：躯体化得分为 1.64± 0 .45分、强迫
得分为 1.64± 0 .45分、人 际关系得分为 1.63± 0 .56分、抑
郁得分为 1.85± 0 .70 分、焦虑得分为 1.38± 0 .43分、敌对
得分为 1.46± 0 .47分、恐怖得分为 1.29± 0 .35分、偏执得
分为 1.46± 0 .44分、精神病性得分为 1.32± 0 .41 分、其他
得分为 1.67± 0 .65分，常规组躯体化、强迫、人 际关系、
抑郁、焦虑及偏执因子分显著高于 研究组，两 组对照差异
明显，（P< 0 .0 5）。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在临 床治疗中 属于 常见、多发的一 种疾病，
此疾病具备发病率高的特点，据临 床不 完全收集、统计资
料证实，最近几年因精神分裂症前来我院进行就诊的病人
呈准年增高趋势[3-4]。 精神分裂症在临 床治疗中 以 对症治
疗为 主 ，常用治疗方案为 药物治疗，奥氮平为 常用治疗药
物[5-6]。 奥氮平为 常用治疗药物，此药物经口服用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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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阻滞病人 巴胺 D2受体，同时可抑制病人 中 枢神经
系统兴奋性，从 而实现抗精神障碍作 用，另外，此药物还
能够通过刺激神经突触后膜 D1 受体，缓解α 2受体对去
甲肾上 腺素的抑制，从 而改善病人 认知功能[7-8]。 虽然奥
氮平有一 定的治疗效果，但作 用不 太理想。 而我科室为 了
提高治疗效果，则采用计算机认知矫正治疗方案。 众所周
知，精神性分裂症主 要表现为 认知功能障碍，主 要体现在
记忆力降低、注意力不 集中 等认知缺陷，同时而且 精神分
裂症病人 认知缺陷多发生在疾病发生以 前，往往会持续到
病人 康复期，给病人 治疗依从 性造成影响。 认知功能障碍
是影响精神性分裂症病人 康复、预后的主 要因素，据有关
资料证实认知功能是预测精神分裂症病人 治疗结果、效果
的重要、主 要因子，同时也 是决定病人 是否能够回归社会
的主 要因素。而我科室采用的计算机认知矫正治疗方案属
于 新型治疗方案，这种治疗方式在临 床治疗中 被称作 为
“ 认知增强治疗”，属于 一 种针对精神分裂症病人 认知障
碍的主 要举 措，是指利用计算机软件 、计算机技术对病人
各个 维度、各个 阶段的认知功能进行针对性的训练，可有
效的激活与 改善病人 不 当行为 ，促使病人 情感机制逐渐的
协调，利于 改善病人 妄想、幻听等临 床症状与 表现，使病
人 能够与 现实联系，帮助病人 改善与 纠正其错误认知，帮
助其重建认知，计算机认知矫正疗法还具备操作 简单的与
优势。

综上 所述，计算机认知矫正治疗在精神分裂症治疗中
实施效果优异，此方案可改善临 床症状，提高治疗效果，
此治疗方案值得临 床应用与 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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