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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实验将针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实施团体心理干预，进一步为患者的病情康复提供有效方案。方法：2020 年 6 月至 2021 年 12 月期间，我

院收治了 72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将其当做本次实验的对象，分组以盲抽的方式选择患者，团体心理干预（观察组），常规护理（对照组）。对比治疗

成果。结果：从数据可见，观察组患者在 PANSS 以及 BPRS 评分中，均具有自身的优势，和对照组相比存在差异。此外，在精神病患者社会功能评定

量表 AAPI 中，患者的得分情况在干预后均有好转，且观察组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采用团体心理干预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康

复治疗效果较好，可改善患者的阴（阳）性症状，同时，患者的社会功能得到优化，有助于稳定病情，促使患者积极面对治疗，可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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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属于常见的精神类疾病，其自身具有一定的特殊

性，在临床上不同患者表现存在差异，也对患者的日常生活造成较

大的影响，特别是思维、情感方面，可按照实际情况分为首发性和

复发性。在对疾病的控制中，除了药物干预，还要加强护理指导，

团体心理干预措施则作为心理疗法，可加强团队成员之间的相互鼓

励，更好地为患者构建健康的之资料体系，改善人际沟通[1]。鉴于

此，2020 年 6 月至 2021 年 12 月期间，我院收治了 72 例精神分裂

症患者，将其当做本次实验的对象，结果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20 年 6 月至 2021 年 12 月期间，我院收治了 72 例精神分裂

症患者，将其当做本次实验的对象。其中观察组男性 22 例，年龄

区间保持在 31 到 56 岁，均值（41.63±4.72）岁；女性 14 例，年

龄区间保持在 32 到 56 岁，均值（42.51±4.93）岁。对照组男性 23

例，年龄区间保持在 31 到 56 岁，均值（42.71±4.23）岁；女性 13

例，年龄区间保持在 32 到 56 岁，均值（41.39±4.55）岁。患者体

征、病程无对比差异，达到研究标准，P＞0.05，无统计学意义。在

患者及其家属在知情的前提条件下，了解本次研究实施的诊疗操

作。经过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后开展。 

1.2 实验方法 

两组患者均开展药物治疗，控制疾病进展，同时了解其生活状

况和药物使用状况，告知患者和家属日常注意事项。对照组为常规

干预，观察组为团体心理干预，为患者讲解疾病相关知识，重点针

对疾病的临床表现复发以及药物识别等情况进行讲解，同时要帮助

患者端正治疗态度，提升依从性，对于精神病患者，其有自卑感和

羞耻感，可通过小组之间的交流互动分享自身感受，自由发言来积

极面对疾病。此外还可以引导患者参与团队活动，如绘画、烘焙等

更好的与团队成员之间进行沟通交流，适应社会活动，接受善意的

帮助[2]。同时对患者的心理状态进行评估，对患者的焦虑问题进行

心理辅导。 

1.3 评价标准 

采用 PANSS（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进行患者病情分析，其涉

及 30 个条目。此外，结合 BPRS 对患者的临床表现进行分析，共

有 18 个条目，分值高，则病情严重。最后，在社会功能中，采用

SSPI 量表，可评估患者的家庭以及外界表现。 

1.4 统计方法 

在数据的录入上应当由两人进行数据整理及核对。采取统计产

品与服务解决方案 SPSS21.0 进行数据处理，患者的信息确认无误

后，数值变量、无序分类资料以（ sx ± ）、%表示，x2 检验和 t 检验；

组间对比以 P=0.05 为界值，P＜0.05 则表示差异具备统计学含义。 

2 结果 

就数据中看，观察组患者在 PANSS 以及 BPRS 评分中，均具有

自身的优势，和对照组相比存在差异。 

表 1 两组患者 PANSS 评分以及 BPRS 评分结果对比分析

（ sx ± ，分） 

PANSS 评分 BPRS 评分 组别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n=36） 

75.65±

5.51 

54.45±

5.03 

36.56±

5.12 

28.37±

4.89 

观察组

（n=36） 

75.99±

4.60 

33.44±

2.49 

36.78±

4.11 

24.57±

5.66 

t 0.287 4.224 0.125 6.309 

p ＞0.05 ＜0.05 ＞0.05 ＜0.05 

此外，在精神病患者社会功能评定量表 SSPI 中，患者的得分

情况在干预后均有好转，且观察组优于对照组，即为（13.23±2.10）

分和（11.08±1.20）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表现，包括认知功能障碍和自我意识障碍，

通过药物治疗可以针对患者的阳性和阴性症状实施缓解，但是在治

疗中患者仍然有强烈的自卑感，特别是孤立感，甚至与家属之间有

明显的疏远关系，无法融入到正常的生活之中[3]。对于精神病患者

的疾病控制，采用必要的心理干预十分重要。 

通过团体心理护理干预，能够在小的集体中加强小组成员之间

的交流和沟通，同时能够分享自己治疗期间的心得体会，也为患者

提供了和外界沟通的渠道，有助于情感的发泄和交流，有益于患者

融入到社会集体生活中，特别是对于阴性症状的改善起到了推进[3]。

在团队心理护理中，可通过团体关系促进个人情绪状态的调整。在

成员之间的互动中能够实现自我认知管理，不仅加深了对疾病的认

识，还能促进自我了解。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的干预效果

更好，患者的生活状态，社会功能均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综上所述，采用团体心理干预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康复治疗

效果较好，可改善患者的阴（阳）性症状，同时，患者的社会功能

得到优化，有助于稳定病情，促使患者积极面对治疗，可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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