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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观察在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护理的过程中将认知康复护理干预进行运用的作用。方法 研究在 2021 年 2 月至 12 月展开，取该时间段
内我院收治的患者 70 例为对象，并进行 1 至 70 编号，任意选取组中的 35 例，在治疗过程中展开常规性护理，作为对照组，在对余下患者进行护理
的过程中则需要将认知康复护理进行运用，作为观察组。分析干预效果。结果 结合对两组认知功能以及日常生活能力、恢复期间生活质量评估，观
察组均存在优势，P<0.05。结论 在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护理的过程中将认知康复护理干预进行运用，可以促使患者认知功能障碍得到有效改善，
对于帮助患者恢复存在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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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为当前临床最为常见的精神类疾病，在中老年群体

中存在有较高的发生率。且随着生活压力的不断增加以及受到其他
方面因素的作用，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数量在不断的上升[1-2]。在临床
治疗的过程中，为促使患者可以得到有效恢复，更需要做好对应的
护理工作，促使患者认知功能障碍得到恢复。将认知康复护理运用
到对该部分患者护理的过程中逐步在临床得到运用，本次研究就对
该护理方式的具体作用效果进行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在 2021 年 2 月至 12 月展开，取该时间段内我院收治的患

者 70 例为对象，并进行 1 至 70 编号，任意选取组中的 35 例，在
治疗过程中展开常规性护理，作为对照组，在对余下患者进行护理
的过程中则需要将认知康复护理进行运用，作为观察组。在患者组
成方面，对照组中存在有男性患者 20 例，女性患者 15 例，年龄分
布在 44—63 岁间，对应均值为（53.23±1.38）。而观察组中则存在
有男性 19 例，女性 16 例，年龄分布在 45—65 岁间，对应均值为
（54.83±1.73）。对比以上数据，P>0.05。 

1.2 方法 
对照组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护理人员的各方面护理干预操作

都遵照常规护理形式进行展开。护理人员需要对患者的精神状态进
行准确的分析，及时评估患者是否存在有异常症状。同时，需要指
导患者在恢复的过程中严格遵照医嘱进行用药等。并做好患者的心
理疏导、饮食等方面的护理工作。而在对观察组患者进行护理的过
程中则需要将认知康复护理干预进行运用：（1）引导患者进行行为
训练。在患者恢复的过程中，护理人员需要逐步引导患者自主完成
日常的生活行为，包括穿衣、洗漱以及吃饭等。同时更需要指导患
者做一些简单的手工，包括剪纸、刺绣等，达到对患者认知行为进
行锻炼的目的。（2）思维训练。为促使患者认知功能可以迅速得到
恢复，需及时指导患者进行思维训练。在日常治疗期间，可以和患
者讲解一些其感兴趣的话题，并指导患者进行反义词训练、同义词
训练等，达到对患者思维进行锻炼的目的。同时，可以指导患者做

一些简单的算术题，达到对患者思维能力进行锻炼的目的。且在患
者进行训练的过程中，对应护理人员需要给与患者足够的鼓励，帮
助患者建立自信心。（3）开展适当的娱乐活动。在精神分裂症患者
恢复的过程中，及时展开对应的娱乐活动，可以达到帮助患者进行
放松的目的，对应改善患者的认知功能同样存在有重要的作用。可
以指导患者进行数字游戏或者击鼓传花游戏等。（4）科学制定认识
康复训练计划。该部分患者的康复训练时间较长，且患者认知功能
恢复较为缓慢，为促使对应的康复训练计划更加贴合患者的实际情
况，需综合患者的精神状态以及治疗方案等对训练计划进行科学的
拟定。 

1.3 观察指标 
研究中需对两组认知功能以及日常生活能力、恢复期间生活质

量，其中患者的认知功能需借助 MMSE 量表评估，而患者日常生活
能力则以 ADL 量表平，生活质量则以 SF-36 量表评估。 

1.4 统计学方法 
研究中的对应数据都借助 SPSS19.0 进行处理，按照均值±标准

差的形式对计量数据表示，t 检测，P<0.05 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认知功能以及日常生活能力对比 
结合对两组认知功能以及日常生活能力对比，观察组均明显优

于对照组，P<0.05，详见下表 1。 
表 1 两组认知功能以及日常生活能力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认知功能 日常生活能力 
观察组 35 21.73±2.38 42.63±1.89 
对照组 35 26.88±1.09 31.25±1.58 

t - 12.873 13.052 
P - 0.001 0.001 
2.2 两组生活质量对比 
对比两组生活质量，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详见下

表 2。 

表 2 两组认知功能以及日常生活能力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躯体功能 情绪功能 角色功能 社会功能 

观察组 35 88.11±4.57 92.37±4.92 91.36±2.99 92.33±3.16 
对照组 35 79.02±5.31 81.50±4.58 80.65±3.04 52.06±3.47 

t - 10.117 11.247 9.580 10.805 
P - 0.001 0.001 0.001 0.001 

3 讨论 
认知功能障碍属于精神分裂症患者最为主要的特点，将直接影

响到患者的健康以及日常生活。精神分裂症为精神疾病中最为常见
且发生率较高的类型，一直受到临床医疗以及社会的关注[3-4]。在对
该部分患者进行治疗的过程中，更需要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促使
患者的认知功能进行恢复。 

认知康复训练在存在有认知功能障碍患者护理的过程中具备
有较高的使用率，结合该部分患者的特点，及时采取针对性的护理
指导，通过思维训练、行为训练等多种方式，达到促进患者恢复的
目的。结合本次观察可见，在认知康复护理的作用下，可以促使该
部分患者认知功能得到提升，达到促进患者恢复的目的。 

总之，在对精神分裂症患者护理的过程中可以将认知康复护理

进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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