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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社区管理现状调查分析及干预对策

吴朝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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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精神障碍在我国是一种患病率较高的疾病，约为 13.4%，此类疾病的主要表现是思维、情感、

感知等功能异常或紊乱，会降低患者的社会适应性、增加心理痛苦感。如果是重性精神障碍患者，自残行

为、攻击行为等更加严重，对本身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的影响较大。由于此类疾病病程长，容易反复发作、

迁延难愈，所以在展开必要的临床治疗的同时，还需要关注患者社会、心理、生理层面的健康状态，加强

社区管理。但是，目前社区重型精神障碍患者管理中依然存在很多不足，无法达到管理的目的，本文对管

理现状及干预措施展开总结分析，为提高社区管理效果提供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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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ention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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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Mental disorders in China is a high prevalence of diseases, about 13.4%, the main
manifestations of this kind of disease is thinking, emotion, perception and other functional abnormalities or
disorders, will reduce the patient's social adaptability, increase the sense of psychological pain.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mental disorders, self-harm behavior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are more serious, which have a greater impact
on their own safety and social and public safety. Due to the long course of the disease, it is easy to relapse,
prolonged and difficult to heal, so while carrying out the necessary clinical treatment, 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health status of patients, and strengthen community
management. However, at present, there are still many deficiencies in the management of patients with severe
mental disorders in the community, which cannot achieve the purpose of management. 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 management status and intervention measures, so as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improving the effect of
community management.

【Key words】major mental disorder; Community management status; Intervention countermeasures

重性精神障碍在社会中是一类会严重损害社会

生活能力的疾病，包括：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

碍、偏执性精神病、分裂情感性障碍、癫痫所致精

神障碍、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其他强制治

疗的精神障碍等[1]，行为紊乱、思维障碍、妄想、

幻觉等都是常见症状，会降低整个家庭的生活质量。

在日常生活中，患者还容易出现伤人毁物、自伤自

残等行为，还会因此肇事肇祸威胁社会的安定，给

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负担[2]。在公共卫生体系功能

持续改进中，已经逐渐的将精神卫生防治工作转移

到基层医疗机构和社区服务站，对患者信息进行登

记，同时进行随访管理、用药管理等。通过有效的

社区管理，能够辅助提升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的康复

效果，降低复发风险，同时对提升患者社会功能也

有重要意义，能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和社会适应能力。

社区管理过程中需要不断的完善管理措施，以满足

患者、家庭及社会的实际需求，因此要对管理现状

做调查分析，掌握现存的问题，再有针对性的制定

干预对策，这样才能逐渐成形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

管理体系，更好的服务于重性精神障碍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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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区管理现状调查中发现的问题

1.1社区管理体系不健全

由于缺少健全的社区管理体系，所以对重性精

神障碍患者及自身安全的预警能力较差。精神障碍

患者还是主要在医院进行集中治疗，尚无标准化的

社区延续性管理的动态追踪方法。如果患者存在危

险行为倾向，不能第一时间识别、加强控制和干预。

1.2患者用药依从性差

相关调查显示，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用药的空白

期越长，临床疗效越差，越无法回归正常的社会生

活[3]。由于很多精神分裂症、分裂情感性障碍等患

者不承认自己患病，不能感知到自己的疾病，所以

抗拒服药；还有部分患者感觉病情好转，认为不需

要继续用药，所以会自行停药或减少服药剂量。上

述患者在社区管理过程中容易拒绝合作，不能达到

家庭访视及定期复诊的目的，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让病情反复发作，降低康复效果。

1.3社区管理中家属配合度低

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很多人会歧视精神障碍

患者及家属，加之很多家属对精神障碍相关知识认

知度低、对患者预后情况过度担心、经济压力大等，

所以家属的心理状态会受到一定影响。因此，在患

者社区管理过程中，家属会出现抵触情绪、消极对

待，不能积极配合医护人员入户访视，或是拒绝说

明患者治疗情况、情绪变化等[4]。在这样的状况下，

患者不能接受专业的社区管理，对其社会功能和精

神状态康复产生不利影响。

1.4自身安全保障问题

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偏执性精神病等

都属于慢性精神障碍性疾病，需要患者在加重长期

坚持用药才能有效控制病情，而社区管理中是否做

到有效随访，会对患者的病情控制效果、社会安定

等产生影响。社区管理规范中要求，每年需要对稳

定期患者随访知识 4次，基本稳定和不稳定患者 8
次以上，记录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的用药情况、医院

复诊结果、社会功能、精神化状态、生理状态等，

并对患者用药依从性做监督，最大程度降低复发风

险[5]。但是在此过程中，因为无法控制随访环境，

所以医护人员自身的安全容易受到威胁，从而降低

随访服务质量。相关政府部门尚无相应的法律法规，

对医护人员的权益提供保障，一旦被患者伤害，缺

少法律支持。

1.5缺少专业的管理人才

社区卫生事业发展中，最为普遍存在的问题，

就是缺少专业的精神卫生人才，从业人员准入标准

不统一，人力资源配置不足。经过分析，主要是因

为社区工作条件、工作环境相对较差，加之工作待

遇偏低，而医学院校毕业的专业人才多进入医院工

作，不愿意参与到社区服务中，也就导致人才短缺。

另外，高层次人才在聘任、职称等因素影响下，容

易失去社区任职的意愿，造成专业人才流失。

2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社区管理的干预对策

为了紧随社会经济发展与进步，打破重性精神

疾病患者的社区管理现状，需要针对现存的问题制

定一系列有效的干预措施，以提高管理质量，减少

患者危险行为给自身、家庭、社会带来不良影响。

2.1完善社区管理体系

提高对社区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管理的重视程度，

不断完善绩效考核制度、安全管理制度、人事制度

等管理制度，让日常工作有序展开。同时，需要落

实区域性精防管理网，把社区服务系统做到实处，

实现信息共享，提高管理的信息化程度。同时，制

定连续性、动态性的社区服务流程，提升危险预警

能力，为患者提供更多的支持，减少肇祸、肇事及

关锁率[6]。

2.2加强社区康复治疗管理

社区建立康复治疗站，由专业的人员为患者及

家属提供服务。首先，定期邀请精神科的医生到康

复治疗站中为患者提供支持性心理治疗，通过专业

的方法引导患者说出内心的想法和痛苦感受，对患

者的病因做分析，让患者正确认识到自己的疾病，

了解坚持规范用药的意义，防止病情反复发作。其

次，定期组织病友交流会，鼓励患者加入进行互动

交流，并引导患者多参加集体活动、家务活动、文

娱活动等，增强自理能力，建立重返社会的信心[7]。

然后，康复治疗站为患者提供社会功能训练服务，

比如：重返社区技能、症状自我监控、药物自我处

置等，在训练过程中提高患者的治疗及服药依从性、

减轻阴性症状、降低再住院率及复发率。

2.3做好社会支持管理

回归社会是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最终治疗目标，

家庭成员、配偶都是患者获得社会支持的主要来源，

家属的心理状态会影响患者的状态，也对患者的心

理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在社区管理中需

要做好家属的思想工作，加强心理疏导，减轻家属

的心理压力，在患者治疗、护理、日常管理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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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同时，需要通过专题讲座、地

推等方式，为家属做好健康教育工作，让家属对精

神疾病知识、康复知识、治疗知识等有更多的认识，

更好的发挥看护者角色；还需要为家属讲解患者有

良好的治疗、服药依从性的重要意义，让患者在家

庭中能够监督患者规范用药。另外，需要加强精神

卫生常识宣传，让社会人群对精神卫生知识都有更

多的认识，能够充分尊重精神障碍患者及其家属。

2.4改进家庭访视方案

为了保证家庭访视过程中，社区工作人员的人

身安全，需要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首先，在入户前

综合评估患者的危险性，评估内容包括：自制力、

意识行为、情感状态、思维状态、知觉、感觉、家

属的配合度等[6]。其次，合理配置人力资源，每个

家庭访视小组医护人员中，需要包括至少 1名男性，

期间手机保持通畅，确保自身的安全性。

2.5加强专业人才培养

提高社区管理质量，离不开专业的人才，鉴于

现阶段社区精神病防治人员学历水平、业务能力不

足，所以需要定期展开职业培训，定期展开知识讲

座，并鼓励工作人员进行继续教育，逐渐提升工作

人员的业务水平及综合素养。所有工作人员定期进

行专业考核，与绩效挂钩；另外，逐渐改善工作环

境、福利待遇、晋升机制等，从多方面留住专业人

才，促进精防工作可持续发展下去。

结束语

综上所述，新时代背景下，社会竞争变得更加

严重，人们承受的压力更大，在各种心理应激因素

刺激下，容易出现精神障碍。由于在社会中重性精

神疾病患者是弱势群体，容易受到歧视，而且患者

本身就是危险源，所以要提高社区治疗与康复的重

视程度。针对重症患者不仅要进行规范化、系统化、

专业化的治疗，还需要在后续家庭治疗期间加强管

理，以改善预后效果。通过完善管理系统、加强康

复治疗、加强社会支持、改进家庭访视方案、加强

专业人才培养等干预对策，可以彻底解决管理中现

存的各种问题，帮助患者重返社会，避免危及自身

安全、医护人员安全以及周围人安全，保持和谐、

稳定的社会环境，推动国家精神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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