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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农疗对精神疾病患者康复的促进作用。方法：从 2021 年 9 月到 2022 年 2 月期间就医的长期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中抽选 60 例，将

所有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常规药物治疗和护理，共 30 例）和实验组（农疗+常规药物治疗及护理，共 30 例），对比分析两组的康复

效果。结果：经过治疗，在康复总有效率上，实验组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农疗用于长期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效果良好，临床可进一步

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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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精神分裂症常发病于患者青壮年时期，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患者

在疾病发作时，身体感觉、思维逻辑、情感体验和行为表现等方面

都产生障碍，病情严重到一定程度后导致患者无法正常社交，社会

功能严重退化，呈现出一种精神残疾的状态，对患者自身、家庭及

周围人都带来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1]。因此，需要给予精神分裂症

患者合理的治疗，以缓解患者病情，促进其精神康复，与此同时，

治疗预后对于治疗效果和康复情况也十分重要。对此，本文就农疗

对长期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康复的促进作用进行分析，具体如下： 

1 研究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次研究将采用抽样调查和分组研究的方法，从 2021 年 9 月

到 2022 年 2 月期间就医的长期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中抽选 60 例，

将所有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对照

组有患者 30 例，实验组有患者 30 例。其中对照组有男性患者 18

例，女性患者 12 例；年龄范围在 25 岁~65 岁，平均年龄（32.92±

3.01）岁；病程最长为 6 年，最短为 1 年，平均病程（2.99±0.38）

年。实验组有男性患者 20 例，女性患者 10 例；年龄范围在 23 岁

~62 岁，平均年龄（31.52±2.91）岁，病程最长为 7 年，最短为 1

年，平均病程（3.15±0.57）年。两组一般资料可以用于研究和对

比（P＞0.05）。 

1.2 研究方法 

1.2.1 对照组 

采用常规治疗和护理，即给予患者抗精神疾病药物治疗，同时

向患者及家属讲解精神分裂症相关疾病知识，密切观察患者病情，

指导患者正确用药，同时对患者进行适当的心理疏导。 

1.2.2 实验组 

在常规药物治疗和护理的基础上给予患者农疗，具体为： 

（1）建立农疗基地，对农疗基地的医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

提升医护人员的专业能力，为精神疾病患者提供专业的农疗服务，

为患者营造宽松适宜的治疗环境，实行开放式管理，逐步扩大患者

的“自由”化程度。在宽松的环境中，对精神分裂患者在过渡期内

进行力所能及的劳动、治疗、康复、学习、娱乐、健身锻炼等方面

的农疗。 

（2）对精神疾病患者进行技术培训，向患者教授回归社会的

必备技能，一般采取以下三种方式：一般作业疗法、工艺制作活动

和职业劳动训练。具体安排可半天职业劳动训练，半天休闲娱乐。

还可根据病情严重程度及有无特长进行粗略分组，使患者能够分工

明确，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完成培训。比如安排糊纸盒、拆纱头等各

类活动。除日常训练外，农疗基地要定期组织精神残疾人参加简单

的集体劳动。根据患者的个人爱好指导参与养殖、蔬菜种植、林果

技术、花卉培育 4 项内容。患者每日参与 1 小时的农疗康复训练，

并辅以现金、代币等方式的奖励。并组织患者交流感受,讨论培育心

得。农疗过程中鼓励患者多与社会接触，在医护人员指导和帮助下，

使患者掌握基本的生活及社会技能。 

（3）实施精神康复治疗：结合病人实际情况，做好心理治疗，

建立心理康复系统和个体心理调节机制，以应付可能出现的各种心

理问题，保持心理的健康。同时还要运用心理治疗方法，治理患者

的各种心理困扰，包括情绪、认知与行为等问题，以解决精神残疾

人所面对的心理障碍，减少焦虑、抑郁、恐慌等精神症状，改善其

非适应社会的行为，促进其人格的正常成长。 

（4）对患者在农疗过程中的表现进行总结和分析，同时向患

者说明评价标准，使患者对自身的表现进行评价，组织患者交流培

训和治疗的感受，鼓励患者多与社会接触，努力培训，掌握社会必

备的基本生活能力。 

1.3 观察指标 

对比分析两组的康复效果。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0.0 软件行统计学分析，使用 x2 和%表示计数资料，

P＜0.05 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2 研究结果 

实验组中显效 18 例，有效 10 例，无效 2 例，康复总有效率为

93.33%（28/30）；对照组中显效 15 例，有效 6 例，无效 9 例，康

复总有效率为 70.00%（21/30）；实验组显著高于对照组（x2=18.175，

P=0.001，P＜0.05）。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在大多数情况下会给患者带来痛苦，造成患者的社

会功能受损，如生活不能自理，人际沟通与交往能力降低、工作学

习或操持家务的能力下降，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2]。为改善长

期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精神状态，使其更好地适应社会节奏，需

要及时予以患者治疗和护理。 

常规的治疗即给予患者抗精神分裂药物治疗，不采取特殊的干

预方式，导致长期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治疗的周期十分漫长，且恢

复效果较差，因此，还需寻求更为有效的治疗方式。农疗就是从医

院过渡到社会之间的设施安排，专门接纳病情稳定、生活能基本自

理的精神疾病患者，为患者营造轻松、舒适的环境，使患者远离压

力和烦恼，对患者进行种植、养殖等方面的训练，培养患者回归社

会的必备技能[3]。在训练的同时重视对患者精神的治疗，给予患者

更多鼓励，帮助患者树立信心。经过治疗，从治疗效果方面对比，

实验组患者的康复效果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提示农疗的效

果更佳，有利于患者早日康复。 

综上所述，农疗能够对长期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生活技能进

行培训，提高康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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