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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家庭心理干预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采用随机抽样法将 例精神分裂症

住院患者随机分为干预组和药物组 ∀干预组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 从患者精神症状基本缓解开始实施家庭心理干预 ∀药物

组仅接受药物治疗 ∀治疗 个月 ! 年后分别采用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 • ≤≥× 中正确数 • 和持续错误数 • 评定认

知功能 采用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 2 ± 2 评定生活质量 ∀结果  治疗 个月及 年时 干预组 • 显著高于药物组

• 显著低于药物组 干预组生活质量显著高于药物组 ∀结论  家庭心理干预能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 显著提高精神

分裂症患者生活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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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经药物治疗症状基本缓解开始实施

家庭心理干预 探讨其对认知功能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报告

如下 ∀

1  对象和方法

1 1  对象

为 年 月至 年 月在我院住院的精神分裂症

患者 自愿参加 符合 5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 版 6

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 年龄 ∗ 岁 病期 [ 年 出院后至

少有 名监护人和患者一起生活 ∀共 例 随机分为两组 ∀

干预组 例 男 例 女 例 平均年龄 ? 岁 平

均病程 ? 个月 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 例 中学

例 ∀药物组 例 男 例 女 例 平均年龄 ?

岁 平均病程 ? 个月 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 例 中

学 例 ∀两组以上各项差异均无显著性 Π ∀

1 2  方法

例患者 随机分为两组 两组患者均以利培酮治疗 两

组患者药物最高剂量 !持续使用时间及维持剂量差异均无显

著性 Π ∀

从精神分裂症症状基本缓解开始 干预组同时给予家庭

心理干预 ∀家庭心理干预步骤如下 ≠ 向患者及家属宣传讲

解精神分裂症的病因 !发病及发展过程 同患者一起分析病

史材料 启发患者对自身精神症状的认识 讲解药物治疗情

况及其不良反应的识别处理和如何预防复发等 ∀每周 次

每次 ∀ 向患者及家属沟通交谈的技巧 纠正患者因

疾病导致的不良行为 调整患者与家属之间的情感表达方

式 ∀每个月 次 每次 ∀ ≈ 在上述基础 组织家庭联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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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让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其家属沟通交流各自的经验和体

会 达到相互学习 相互促进 相互提高的效果 ∀ 个月 次

每次 ∀同时随时接受患者和家属的咨询 以及对他们的

危机干预 ∀

采用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 • ≤≥× 进行测评 采用正

确应答数 • 和持续错误应答数 • 个常用指标评定认

知功能 采用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 2 ± 2 评定生

活质量 于入组时及家庭心理干预后 个月和 年后分别进

行评定 ∀

采用 ≥≥°≥ 统计软件进行 τ检验和 ς检验 ∀

2  结果

2 1  两组 • ≤≥×测试结果 见表

表 1  两组 • ≤≥×测试结果比较 ξ ? σ

组别 例数

•

治疗前 治疗 个月 治疗 个月

•

治疗前 治疗 个月 治疗 个月

干预组 ? ? ? ? ? ?

药物组 ? ? ? ? ? ?

注 与治疗前比较 Π Π 与治疗 个月比较 Π Π 两组比较 Π Π ∀

  干预组在治疗 个月和 个月后 • ≤≥×的 • 均有显

著提高 • 均有显著下降 且治疗 个月与治疗 个月比较

更有显著进步 ∀单纯药物组虽也有显著进步 但两组相比

不论 个月或 个月 均以干预组显著为优 ∀

2 2  两组 ± 2 评分比较 见表

表 2  两组治疗前后 ± 2 评分比较 ξ ? σ

±

干预组 ν

治疗前 治疗 个月 治疗 个月

药物组 ν

治疗前 治疗 个月 治疗 个月

物质生活 ? ? ? ? ? ?

躯体健康 ? ? ? ? ? ?

心理健康 ? ? ? ? ? ?

社会功能 ? ? ? ? ? ?

注 与治疗前比较 Π 与药物组比较 Π ∀

  治疗前两组患者生活质量的 个维度评分比较差异无

显著性 Π 治疗 个月和 个月时 两组患者除物

质生活维度外 其他 个维度评分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 Π

∀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来自外部环境的易伤害性 其中家

庭成员的情绪 !气氛和行为对患者的预后有重要影响 ≈ ∀家

庭成员对患者的责难 !敌意及过度的情感介入往往是导致疾

病复发的重要原因 ≈ ∀因此要对家属进行心理教育 让他们

懂得向患者表现伤害性情感易导致疾病的复发 而平和的家

庭气氛才有利于疾病的康复 ≈ ∀家庭心理干预可提高患者

和家属的应付能力 化解问题的能力和监护条件 使患者获

得情感上的支持和行为上的示范作用 可以改善患者的认知

功能 提高其生活质量 长期心理治疗干预可促进精神分裂

症患者康复 预防精神残疾 ∀

本研究结果表明 在治疗 及 个月时 干预组 • ≤≥×

的 • 高于药物组 • 显著低于药物 干预组生活质量显著

高于药物组 ∀故家庭心理干预可提高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

功能和生活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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