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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电话回访式延续护理对精神分裂症出院患者服药依从性及生活质量的效果。方法：选择我院自 2020 年 3 月-2021 年 3 月收治的 120
例精神分裂症出院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组为对照组（60 例，采用常规门诊随诊）和观察组（60 例，采用电话回访式延续护理），对两组患
者的服药依从性、复发率、生活质量进行对比。结果：数据表明两组患均得到有效护理，但观察组患者的服药依从性及复发率明显优于对照组，且
观察组患者的生活质量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电话回访式延续护理可提升精神分裂症出院患者的服药依从性及
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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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属于一种常见的精神类疾病，多发于成年早期，发

病缓慢[1]。患者发病时常常有妄想、幻觉、思维紊乱等症状。治疗
方式包括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但精神分裂症病程长、易反复[2]。
因此，延续性护理对精神分裂症出院患者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本
研究主要探讨电话回访式延续护理对精神分裂症出院患者服药依
从性及生活质量的效果。具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选择我院自 2020 年 3 月-2021 年 3 月收治的 120 例精神分裂症

出院患者，将其随机分组为对照组（60 例，男性 35 例，女性 25
例，平均年龄为 26.46±7.58 岁）和观察组（60 例，男性 36 例，女
性 24 例，平均年龄为 26.74±7.66 岁）。两组一般资料无统计学意
义（P＞0.05），同时所有患者均自愿参与本研究。我院伦理委员会
对本研究完全知情，并批准研究。 

纳入标准：患者出现反复的言语性幻听、思维破裂、思维混乱、
意志减退或缺乏等症状。且经诊断确诊为精神分裂症。 

排除标准：患者有语言障碍、拒绝配合进行电话回访式延续护
理等情形。患者患有严重躯体疾病，或严重的脏器类疾病等。 

1.2 方法 
在护理期间，对照组采用常规门诊随诊，观察组采用电话回访

式延续护理，具体方法如下： 
1.2.1 常规门诊随诊 
对于住院的患者：由护理人员帮助患者做好检查，将治疗过程

中的注意事项详细告知家属及患者，帮助患者了解治疗流程及注意
事项。悉心照料患者的起居饮食，及时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保证
患者心情舒畅，身心健康。对于已出院的患者：叮嘱患者及家属定
期做好复查工作。在家疗养期间，谨遵医嘱服药，不得随意的增加
或减少药物用量，不得随意停药。将康复过程中的注意事项详细告
知家属及患者，鼓励患者融入社会生活，保持身心健康。 

1.2.2 回访式延续护理 
建立电话回访小组，对负责电话回访的护理人员进行专业的配

许。要求护理人员做到专业知识基础扎实、富有耐心爱心、沟通能
力表达能力强，并将其作为一项考核标准。根据患者的姓名、年龄、
性别、病程、主治医生、回访内容、联系方式等个人信息制作回访
信息登记表。患者出院后由护理人员定期对患者及家属进行电话回
访，回访内容包括：1、患者的服药情况，是否谨遵医嘱服药；2、
患者出院后的精神状况、饮食状况、睡眠质量；3、患者的康复情
况，是否复发，复发症状及严重程度、复发次数；4、对于患者及
家属在回访过程中提出的问题做详细解答；5、指导患者家属帮助
患者康复，告知家属患者复发时的处理方法以及如何引导患者融入
社会生活；6、结束每次回访后，将回访内容做详细登记。 

1.3 观察指标 
在对两组患者分别进行常规门诊随诊和电话回访式延续护理

后，观察两组患者在护理后的服药依从性、复发率及生活质量水平。
服药依从性=患者已服药量/处方所开药量。复发率=复发病例数/总
病例数。患者生活质量水平采用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进行评估。
生活质量水平采用 GQOLI-74 综合评定问卷。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0.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使用 t 和“x±s”

表示计量资料，使用 x2 和%表示计数资料，P＜0.05 表示数据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服药依从性及复发率 
观察组患者服药依从性明显高于对照组，且复发率明显低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 1： 
表 1 两组患者在进行护理后的服药依从性及复发率对比[n,(%)] 
组别 例数 服药依从性 复发率 

对照组 60 28（46.67%） 13（21.67%） 
观察组 60 49（81.67%） 4（6.67%） 

χ2 - 10.205 4.536 
P - 0.002 0.003 

2.2 生活质量 
观察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如表 2： 
表 2 两组患者进行护理后生活质量评分对比（ sx ± ）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t p 
躯体功能 23.75±5.12 26.77±5.74 2.745 0.003 
心理功能 24.46±5.24 26.56±5.56 3.572 0.003 
社会功能 21.66±3.74 23.57±4.74 2.472 0.002 
物质生活 24.87±5.39 26.46±5.96 4.274 0.005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作为一种严重的精神障碍，通常是由遗传因素、成

长环境等因素共同引发的[3]。目前研究表明，对精神分裂症很难进
行彻底根治，但适当的治疗和护理手段能有效的最大化的控制病
情，特别是患者出院后的延续性护理对帮助精神分裂症患者康复具
有至关重要的作用[4]。 

本研究通过对对照组患者进行常规门诊随诊，对观察组患者采
用电话回访式延续护理，对两组患者的服药依从性、复发率以及生
活质量进行对比分析后发现观察组患者的服药依从性及复发率明
显优于对照组，且观察组患者的生活质量明显高于对照组。 

综上所述，在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护理时，采用电话回访式
延续护理，对提高患者的服药依从性，降低复发率，提高患者生活
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采用电话回访的方式延续护理能够有
效的改善精神分裂症的治疗现状，提升患者家庭的幸福感。具有较
高的临床价值，值得进一步的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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