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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护理干预对精神分裂症患者恢复期的护理效果。方法：参与本次研究的 60 例患者，均为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1 月期间，在我院

治疗的精神分裂症恢复期的患者，采用数字分组法，平均分成相同人数的两组，A 组与 B 组。A 组患者实施常规护理，B 组患者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

给予针对性的护理干预，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焦虑、抑郁及生活质量评分。结果：护理前，两组患者的各项评分相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经过护理后，A 组患者的焦虑、抑郁评分高于 B 组，且生活质量低于 B 组，组间数据统计，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对精神分裂患者实

施有效的护理干预，可极大程度改善患者的不良情绪，促进预后恢复，且提高生活质量，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值得推广、建议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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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慢性且严重的精神疾患，主要的致病原因有大脑

结构的异常、遗传因素、妊娠的分娩因素和环境的影响等，患者主要表

现为感知觉、情感和行为的异常，会给患者及家属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影

响[1]。因此，对于此类患者恢复期时，给予针对有效的护理干预，可提

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改善不良情绪。本次研究选取 60 例患者为研究对

象，深入探讨护理干预对精神分裂症患者恢复期的护理效果，报道如下。 

一、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参与本次研究的 80 例患者，均为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1 月期间，

在我院治疗的精神分裂症恢复期的患者，采用数字分组法，平均分成相

同人数的两组，A 组与 B 组。A 组患者 30 例中，男性 16 例，女性 14

例，平均年龄为（41.22±2.58）岁；B 组患者 40 例中，男性 15 例，女

性 15 例，平均年龄（42.36±1.97）岁，对比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故本次研究可行。 

1.2 方法 

A 组患者给予常规护理，主要为：用药指导、健康教育等。B 组患

者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在进行针对性、精细化的护理干预，主要方法如

下：①心理护理：时刻观察患者的心理状态，及时给予患者心理护理，

特别是负面情绪较为严重的患者，要给予陪伴与沟通。建立良好的信任

关系，同时了解患者现阶段的心理变化，鼓励患者表达自身的情绪，多

与他人进行沟通和交流，培养患者的社交技巧；②康复训练干预：指导

并鼓励患者积极参与康复训练，前期可给予全过程陪同，使得患者对康

复训练各个项目更加熟悉，引导患者主动参与到康复训练中[2]。例如可

组织住院恢复期精神分类症患者组建兴趣小组，根据不同患者的兴趣爱

好或特长，展开不同的康复训练活动，如职业技能的普及与培训等，从

而有效促进患者消除不良情绪，更好地融入集体中，也有效提高患者社

交能力与生活能力；③出院随访：出院后以电话的形式对精神分裂症患

者进行随访，出院后的前三个月每月随访两次，出院三个月后，每月进

行一次电话形式的随访[3]。详细记录患者的社交活动、家务劳动情况及

工作学习状况等，了解对照组患者的恢复情况及治疗效果，判断其生活

质量是否得到提升[4]。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的焦虑及抑郁情绪评分，分数越高表示焦虑、抑郁程

度越高，再观察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 

1.4 统计学方法 

计量（`x±s），t 检验。文中所生成的数据均借用 SPSS21.0 数据包

处理，P＜0.05 显现检验结果有意义。 

二、结果 

2.1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焦虑、抑郁情绪评分 

护理前，A 组患者的焦虑情绪评分为 56.23±5.96 分，抑郁情绪评

分为 67.75±7.52 分，护理后焦虑情绪评分为 53.85±5.21 分，抑郁情绪

评分为 66.23±6.12 分。B 组患者的焦虑情绪评分为 55.36±5.82 分，抑

郁情绪评分为 67.85±6.98 分，护理后焦虑情绪评分为 45.23±4.01 分，

抑郁情绪评分为 60.36±3.21 分。组间数据统计，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2.2 对比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 

护理前，A 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为 227.51±42.59 分，护理后为

263.58±21.53 分， 护理前，B 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为 235.35±42.88

分，护理后为 321.58±22.45 分，组间数据统计，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三、结论 

给予恢复期精神分类症患者有效的护理服务，对提高患者恢复水

平， 促进患者生活能力与生活质量提升具有重要意义。护理干预以较

为全面的护理措施，能够关注患者情绪状态，以更丰富的形式，给予患

者心理护理，引导患者参与康复训练，提高护理质量[4]。 

本次研究表明，护理前，两组患者的各项评分相似，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经过护理后，A 组患者的焦虑、抑郁评分高于 B 组，且

生活质量低于 B 组，组间数据统计，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综上所述，对精神分裂患者恢复期实施有效的护理干预，可极大程

度改善患者的不良情绪，促进预后恢复，且提高生活质量，建立良好的

护患关系，值得推广、建议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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