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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心理干预对精神分裂症患者预后的影响
吴　希　雷成凤

（遂宁市民康医院　四川　遂宁　629000）

【摘　要】目的：探讨早期心理干预对精神分裂症患者预后有何影响。方法：2018 年 3 月 -2020 年 6 月为选择病例的时间，
主要为我院收治的 1300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分成两个组别依据的为硬币法，对照组 650 例，试验组 650 例，各自实施常规护理、
早期心理干预，两组进行 PANSS 评分的对比。结果：两组别阳性症状分、阴性症状分、一般精神病理分、总分加以比较，试验
组均低于对照组，数据差异明显（P ＜ 0.05）。结论：早期心理干预有利于显著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病情，提高预后，具有积
极推广于临床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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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在临床属于十分常见的精神病之一，发病率在

近年来呈现明显的升高趋势，其会严重破坏患者的家庭、婚姻、

职业功能，对社会和谐发展极为不利。目前用于本病的治疗药

物种类繁多，但均不能获得理想的治疗效果，病情反复发作。

本病的康复过程漫长且复杂，这需要社区、医院、家庭各方面

的共同配合，而心理治疗的作用至关重要 [1]。本文将 1300 例

我院 2018 年 3 月 -2020 年 6 月收治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确定为

观察样本，详见以下汇报：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18 年 3 月 -2020 年 6 月为选择病例的时间，主要为我院

收治的 1300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全部满足 CCMD-III 精神分裂

症的相关临床诊断标准 [2]；BPRS（简明精神病评定量表）评分

在 35 分以上，不存在其他躯体疾病。分成两个组别依据的为

硬币法，对照组 650 例，286 例男，364 例女；年龄在 19-82

岁的范围内，均值则为（58.2±4.5）岁；病程在 2 个月 -5 年

的范围内，均值则为（2.6±0.7）年。试验组650例，289例男，

361 例女；年龄在 20-83 岁的范围内，均值则为（58.3±4.6）

岁；病程在 3个月 -6 年的范围内，均值则为（2.7±0.5）年。

两组别对比自然资料后，差异不明显（P ＞ 0.05），能够予以

均衡比较。

1.2 方法

对照组以常规护理为主，主要为简单的介绍疾病知识，严

格遵医嘱进行饮食指导，做好并发症的预防，集体进行宣教等。

试验组以早期心理干预为主，首先成立专门的心理干预小组，

1 次进行 30-40min，1 周进行 1-2 次。安排精神科主管护师或

副主任护师 1 名负责讲授相关的精神分裂症康复知识，包括如

何进行护理、如何预防复发、如何改善治疗结局等。询问患者

有无不适，耐心倾听患者主诉，帮助其答疑解惑，尽可能将患

者的焦虑、不安、烦躁、抑郁等负性情绪消除，告知药物治疗

的重要性。邀请患者家属和社会关系参与到患者的心理干预工

作中，明确本病的诱因，指导患者对环境进行重新适应，尽可

能将患者工作与个人关系中出现的困难、问题解决；有计划性

的组织职业治疗和分级社会活动，若患者功能较差，则需要对

全面性的康复计划进行设计。两组均进行 8周的护理干预。

1.3 观察指标

以 PANSS（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评定临床效果 [3]，具体

为阳性症状分、阴性症状分、一般精神病理分、总分。

1.4 统计学处理

借助统计学软件包 SPSS22.0 分析得到的全部数据，计量资

料予以表示时用的为（ sx ± ），组间行比较用t检验，P＜0.05

可表示存在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相较于对照组患者，试验组患者的阳性症状分、阴性症状

分、一般精神病理分、总分均更低，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如表 1。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作为发病率较高的精神障碍，其会导致患者出

现认知、思维、执行能力障碍，降低生活质量，甚至出现自伤

或伤人行为，威胁社会治安及自身的生命安全。对精神分裂症

患者而言，治愈疾病不仅是需要重点强调的内容，还需要对其

全面康复给予关注，而所谓的全面康复既有医疗康复，也有心

理康复、家庭康复、社会功能康复。相关研究发现 [4]，在药物

治疗的同时给予患者心理治疗，有利于控制和减少精神分裂症

患者的病情复发和反复住院次数，同时减少抗精神病药物的用

药量。早期心理护理是临床护理工作中至关重要的一项护理措

施，由护理人员运用心理学知识，帮助患者纠正错误的思想和

认知，提高其配合行为。通过倾听、指导、安慰、解释等一系

列的干预，可显著提高患者的治疗、护理依从性，改善其饮食

状况，提高睡眠质量和服药依从性，降低意外事件的发生概率，

对尽早恢复起到促进作用。除此之外，早期心理护理还有利于

提高患者的社会功能和自我管理能力，减少心理社会应激行为，

降低并发症发生率，促进预后及转归，提升整体生活质量 [5]。

由本组研究得到的结果可知，对照组、试验组两组进行阳

性症状分、阴性症状分、一般精神病理分、总分的比较，其中

试验组均比对照组低，各项数据均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

从而得到以下护理体会：早期心理干预有利于显著改善精神分

裂症患者的病情，提高预后，具有积极推广于临床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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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对比两组 PANSS 评分的差异（ sx ± ，分）

组别 阳性症状分 阴性症状分 一般精神病理分 总分
对照组（n=650） 8.27±2.21 10.56±3.84 21.96±4.01 40.83±1.27
试验组（n=650） 5.13±2.10 8.26±3.20 16.26±4.27 30.01±1.24

t 26.2593 11.7311 24.8086 155.4155
P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