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护理                                                                                  2022 年第 3 卷第 9 期
Contemporary Nursing                                                                          https://cn.oajrc.org 

- 49 - 

系统社区护理对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康复效果的影响 

陈露思 

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  四川成都 

【摘要】目的 研究分析系统社区护理对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康复效果的影响。方法 选取我院收治的社区精

神分裂症患者作为本次研究对象，研究开展时间在 2020 年 5 月-2021 年 10 月，共纳入的样本量为 80 例，将患者

按照随机分配方法进行分组，以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n=40，实施系统社区护理）和对照组（n=40，实施常规随

访护理）。对比分析两组的康复效果。结果 从两组患者的 BPRS 评分和 ITAQ 评分方面展开分析，在入组时，观

察组和对照组上述评分比较均未存在着明显差异（P＞0.05），但是在 3 个月和 6 个月后，再次将两组评分的数

据进行分析，数值间有着显著差异，前一项评分观察组更低，而后一项评分对照组更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在护理 3 个月和 6 个月，两组均有患者出现了疾病复发，各时间段的复发率观察组和对照组比较，均

是前者低于后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护理中，予以系统社区护理

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患者的精神症状得到了明显改善，并且自知力显著提高，同时降低了疾病的再发作风险，

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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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and analyze the effect of systematic community nursing on the rehabilitation 
effect of community schizophrenia patients. Methods: The community schizophrenia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subjects of this research. The research was carried out from May 2020 to October 2021. A total of 80 
samples were included, and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allocation method.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n=40, implementing systematic community nursing) and control group (n=40, implementing 
routine follow-up nursing) by digital table method. The rehabilitation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s: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BPRS score and ITAQ score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at the time of 
enrollmen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above scores betwee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P>0.05), but at 3 months and 6 months After analyzing the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again,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values. The former score was lowe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hile the latter score was lower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At 3 months and 6 months, both groups had 
disease recurrence.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recurrenc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in each time period 
was lower than the latter,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In the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in the community, systematic community nursing has high application value. The patients' 
mental symptoms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their insight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the risk of 
disease recurrence has been reduced,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actice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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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属于精神疾病的一种，在临床中十分

常见，该病不仅有着较高的发病率，而且其复发率也

较高，不仅给患者的日常生活造成了极大影响，而且

还加重了家庭经济负担[1]。根据相关调查发现，我国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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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的发病人数超过了一千万，该病的终身患病率约为

6.55%，并且疾病在 5 年内的复发概率超过了 80%[2]。

精神分裂症的病程长，并且疾病易反复发作，通常情

况下，住院 1 次的时间在 1 个月到 6 个月不等，即使

在出院以后患者也需要长期服药控制，甚至有部分患

者需要终身服药，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负担[3]。多数患者

疾病控制后出现，认为自身病情已经得到了改善，未

能遵医嘱用药，或者在家庭环境中受到刺激，这些都

会使疾病再次发作[4]。因此，对于精神分裂症出院患者，

还需要采取社区护理管理，这对患者的疾病康复有着

积极作用。鉴于此，本次研究选取我院收治的 80 例精

神分裂患者患者展开分析，予以系统社区护理干预，

分析对患者的康复效果的影响，现将具体内容阐述如

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在 2020 年 5 月-2021 年 10 月期间我院纳入的

80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展开分析，按照随机数字表法，

将参与研究的患者进行分组，即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单组样本量为 40 例。观察组：男性 23 例，女性 17 例；

病程范围 2-13（5.62±2.70）年；年龄上限、年龄下限

分别为 65 岁、25 岁，平均年龄（43.65±5.19）岁。对

照组：男性 22 例，女性 18 例；病程范围 3-12（5.57
±2.69）年；年龄上限、年龄下限分别为 64 岁、26 岁，

平均年龄（43.53±5.22）岁。参与研究的患者均符合

精神分裂症的相关诊断标准。将两组的基线资料进行

比较，各项数值间的差异较小（P＞0.05），两组具有

对比研究价值。 
1.2 方法 
（1）组 
对照组患者在社区护理管理期间，予以传统随访

护理，每月进行 1 次家访，了解患者的病情恢复情况，

在家访期间未做特殊指导，持续随访 6 个月。 
（2）观察组 
观察组患者则采取系统社区护理，方法如下：①

患者的病情痊愈出院后，由社区对患者予以持续管理，

社区护理人员需要为患者创建病情档案，记录患者的

各项情况，包括用药史、文化程度，年龄、性别等信

息资料，并完善患者的家庭住址和联系方式，方便后

续的追踪调查。②组间社区护理小组，负责本组患者

的护理工作。护理人员通过电话、微信平台等渠道掌

握患者的基本信息。然后对社区进行综合评估，例如

社区的环境设施存在着的隐患问题，患者的心理状态，

社会交往和应对能力，疾病自我管控能力以及用药管

理等，根据上述情况，制定针对性的护理措施，及时

对护理效果进行评价，若护理效果不理想，则需要对

护理流程进行优化，不断调整护理方案，为患者提供

全面、系统的护理服务。③利用家庭支持系统进行护

理。社区护理人员需要积极与家属进行沟通交流，取

得家属的配合，找出家庭因素中存在的问题，组织家

属参与到社区健康教育讲座中，向家属详细讲解家庭

的基本护理技巧、疾病的相关知识，用药方法以及家

庭应有的态度和做法，让家属能够进一步了解疾病知

识，提高认识，调整家庭交流方式，形成良好的家庭

氛围。精神分裂症患者需要长时间用药控制，药物容

易引起不良反应，因此社区护理人员还需要指导患者

对药物不良反应的识别，以及对应的处理措施，及时

采取有效的护理措施，保证患者的用药安全。④利用

社会支持系统进行护理。精神分裂症患者受到自身病

情的影响，患者的社交功能随之降低，社区护理人员

需根据患者提供的资料，走访患者的单位、朋友以及

所在地居委会，全面了解患者的社交范围，并进行社

区评估，找出其中存在着的问题，如社会歧视等，并

针对这些问题及时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可以通过精

神病知识宣传教育，让人们能够正确看待精神病患者，

消除偏见和歧视，为患者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1.3 观察指标 
采用简明精神病量表（BPRS）和自知力与治疗态

度问卷（ITAQ）分别对患者入组时、3 个月和 6 个月

后的精神状态和自知力进行评估。记录两组患者在护

理 3 个月和 6 个月后的复发人数。 
1.4 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输入 SPSS21.0 系统软件中进行计算，以（ x

±s）进行计量统计，以（%）进行计数统计，t 检验和

ꭓ2 检验，P＜0.05 则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比较两组患者的 BPRS 评分 
根据表 1 可知，从两组的 BPRS 评分进行比较，

在入组时观察组和对照组评分未有显著差异（P＞

0.05），在 3 个月和 6 个月时，两组的评分有了明显差

异，上述时间段的评分均是观察组低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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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比较两组患者的 BPRS 评分（ x ±s，分） 

组别 例数 入组时 3 个月 6 个月 

观察组 40 32.96±7.53 26.34±4.86 22.68±3.75 

对照组 40 33.18±7.42 29.30±5.14 26.13±3.81 

t  0.132 2.646 4.082 

P  0.896 0.010 0.000 

2.2 对比两组的 ITAQ 评分 
由表 2 数据得知，观察组和对照组的 ITAQ 评分进

行比较，在入组时两组的评分数值对比差异较小（P＞
0.05），而在护理 3 个月、6 个月时，上述评分两组进

行对比，数值均是观察组高于对照组，数据纳入统计

学软件中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2 对比两组的 ITAQ 评分（ x ±s，分） 

组别 例数 入组时 3 个月 6 个月 

观察组 40 10.53±2.60 16.75±3.77 20.16±4.80 

对照组 40 10.48±2.74 13.20±3.42 9.08±5.30 

t  0.084 4.411 9.800 
P  0.934 0.000 0.000 

2.3 比较两组的复发情况 
由表 3 得出，观察组和对照组在护理 3 个月时，

复发例数分别为 0 例、4 例，6 个月时例数为 2 例，8
例，上述时间段的复发率观察组分别为 0.00%、5.00%，

对照组分别为 5.00%、20.00%，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3 比较两组的复发情况[n（%），例] 

组别 例数 3 个月 6 个月 

观察组 40 0（0.00） 2（5.00） 
对照组 40 4（10.00） 8（20.00） 
ꭓ2  4.211 4.114 
P  0.040 0.043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属于严重精神疾病，该病的病程迁延，

而且具有较高的发病率、致残率和复发率，严重危害

着患者的身体健康，使患者的生活质量不断降低，并

且给社会及家庭均带来了沉重负担[5]。目前，临床对于

精神分裂症患者主要采用药物治疗，能够有效控制患

者的病情，经过系统治疗后，患者的精神症状有了明

显改善，其社会功能基本恢复，但是在出院后，若未

能严格遵医嘱用药，或者受到外界因素的刺激时，将

会使患者的病情再次发作[6]。根据相关研究发现，在精

神病患者的康复过程中，采取将教育和家庭干预对患

者的病情恢复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7]。 
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而言，在患者病情处于急性

期时，必须接受住院治疗以外，多数时间患者均是生

活在社区中，因此，良好的社区氛围有利于患者的病

情康复[8]。本次研究结果显示，予以传统随访护理的对

照组，与系统社区护理的观察组进行对比，在 BPRS
评分和 ITAQ 评分方面两组间有着显著差异，在护理 3
个月和 6 个月时，BPRS 评分观察组低于对照组，而

ITAQ 评分观察组高于对照组，并且就这两时间段的疾

病复发率对比，均是观察组低于对照组。由此表明，

在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中予以系统社区护理，促进了

患者的疾病康复，与传统护理相比较而言，这种护理

方法对患者的精神症状改善作用更加明显，而且患者

的自知力也有了明显提高，疾病的复发率显著降低，

对患者的病情控制有着良好的效果。系统社区护理通

过对家庭和社会支持系统，对患者家属进行了家庭教

育培训，改善了患者的家庭氛围，为患者提供了良好

的养病环境，通过走访患者工作和生活地区，实施社

区疾病健康宣传教育，消除了亲友、同事，帮助其正

确认识了精神病，消除了偏见，为患者营造了良好的

社会环境，增加了患者的社会适应能力，有利于患者

重回职场找寻自我价值，减轻了社会和家庭的压力[9]。 
综上所述，系统社区护理在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

中取得了理想的应用效果，在经过护理干预后，患者

的精神症状改善效果明显，且自知力得到了显著提高，

同时还降低了疾病的复发概率，对患者的病情康复有

着积极影响，有着较高的推广价值，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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