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Clinical Medicine 临床医学进展, 2024, 14(2), 3301-3306 
Published Online February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cm 
https://doi.org/10.12677/acm.2024.142466   

文章引用: 韩凤, 魏辰, 王中刚. 济宁市精神分裂症患者主动社区康复干预效果评价研究[J]. 临床医学进展, 2024, 
14(2): 3301-3306. DOI: 10.12677/acm.2024.142466 

 
 

济宁市精神分裂症患者主动社区康复 
干预效果评价研究 

韩  凤，魏  辰，王中刚 

山东省戴庄医院医教部，山东 济宁 
 
收稿日期：2024年1月21日；录用日期：2024年2月14日；发布日期：2024年2月22日 

 
 

 
摘  要 

目的：本文通过对济宁市精神分裂症患者主动社区康复干预的效果进行评价，做好效果分析，探索有效

的康复服务模式，使精神分裂患者在社区中得到更好的康复。方法：选择任城区160名半年内出院的，

具有本地户籍，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且病情稳定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分为对照组和干预

组。对照组给予常规社区公共卫生服务，干预组由辖区内精神科专科医疗机构医生根据患者评估实际情

况制定康复方案(即主动社区精神康复)，追踪半年，做好两组患者效果分析。结果：给予干预组主动社

区康复6个月后，两组在阳性症状得分、阴性症状得分、一般病理得分、PNASS总分和PSP总分的改善方

面存在差异，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干预组优于对照组。结论：给予精神分裂症患者主动式社

区干预能够改善其精神症状和个人和社会功能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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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his article evaluates the effectiveness of active community rehabilitation interventions 
for schizophrenia patients in Jining City and explores effective rehabilitation service model so that 
schizophrenic patients can get better rehabilitation in the community. Methods: 160 stabilized 
schizophrenic patients with local registered residence discharged from Rencheng District within 
six months, holding the Disabled People’s Certificat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ere se-
lected and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intervention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community public health services and the intervention group received rehabilitation program (i.e. 
active community psychiatric rehabilitation) developed by doctors from specialized psychiatric 
medical institutions according to the patients’ assessment of the actual situation. The results were 
tracked for six months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Results: After 6 months 
of active community rehabilitation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there we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improvement of positive symptom scores, negative symptom scores, general patho-
logical scores, total PNASS scores and total PSP scores,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
nificant (P < 0.05).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Giving 
schizophrenic patients active community intervention can improve their psychiatric symptoms 
and personal and social functional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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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严重的精神障碍，影响了大约世界人口的 1.0%，给个人和家庭带来非常恶劣的影

响[1]。近年来，我国精神疾病的患病率不断增加，2021 年底，我国严重精神障碍信息系统登记的严重精

神障碍患者约 660 万例，其中精神分裂症患者占绝大部分[2]。作为一种慢性精神障碍，精神分裂症包括

个人感知觉、情感与行为异常，并且此类患者的社会、认知功能受损程度与精神症状的严重程度成正相

关[1] [3]。最近的研究表明，与正常人相比，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平均寿命减少了 14.5 年[2]。精神分裂症

患病周期长、致残率高，在疾病的反复发作中容易带来沉重负担。一项系统的研究表明，世界各国的精

神分裂症人群的年度费用从 9400 万美元到 1020 亿美元不等[4]。此外，精神分裂症患者常因症状加重而

复发，一项多中心回顾性调查显示，33.4%的患者至少有一次症状复发，18.8%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出院后

一年内再次住院[5]。目前我国精神康复还处于初级阶段，患者及家属对社区精神康复缺乏了解，大部分

精神分裂症患者出院回归家庭后，家属对患者的康复仅限于生活上的照顾，对社会功能的恢复帮助不大

[6]。为探索适合本地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社区康复模式，结合《山东省 2022 年中途致残残疾人康复救助

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文件精神，对济宁市精神分裂症患者主动社区康复干预项目进行效果评价。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选择任城区半年内出院的 160 名精神分裂症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各 80 例。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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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两组患者的基本资料，由辖区社区康复机构工作人员登记，填写《济宁市社区精神残疾人基本信息登

记表》和《济宁市社区精神残疾人疾病信息登记表》，建立个案。(该研究已得到济宁某专科医疗机构伦

理委员会的批准，伦理号：2022 科研第 49 号-202210HY-1) 
纳入标准：(1) 经临床诊断确诊为精神分裂症(采用 ICD-10 诊断标准)；(2) 均为小学及以上文化程度，

具备基本生活能力；(3) 病情稳定，且具备基本生活自理能力；(4) 发病年龄 ≥ 15 周岁；(5) 有康复意愿

和能力重建需求。排除标准：(1) 妊娠或者哺乳期内的妇女；(2) 心、肝、肾等严重功能性障碍者；(3) 对
于酒精或者药物过度依赖者；(4) 存在严重的脑器质性病变者；(5) 有传染性疾病患者。 

2.2. 方法 

2.2.1. 研究方法 
对所有参与社区康复人员进行统一培训，评估人员选择精神专科医疗机构经验丰富的精神科医师，

其评估人员对评定工具和诊断标准一致性检验的 Kappa 值为 0.79~0.91 (P < 0.05)。 

2.2.2. 评估工具 
(1) 阴性与阳性症状量表(PANSS) 
采用评估患者的症状严重程度，主要用于精神分裂症症状严重程度和治疗效果的评估，共 30 个项目，

分为 4 个量表：阳性症状分量表(7 项)、阴性症状分量表(7 项)、一般精神病理学分量表(16 项)共 30 项，

分数越高，症状越严重。 
(2) 个体与社会功能量表(PSP) 
用于评估精神分裂症患者急性期和稳定期个人和社会功能，主要评估 4 方面的功能，包括对社会有

益的活动、个人关系和社会关系、自我照料及扰乱及攻击行为，总分范围为 0~100 分，总分 71~100 分表

示患者社会功能和人际交往无困难或有轻微困难，总分 31~70 分表示有不同程度的能力缺陷，30 分以下

表示功能低下，患者需要积极的支持或密切监护，其内在一致性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84，重测一致

性 ICC 为 0.95。 

2.2.3. 社区精神康复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社区公共卫生服务。干预组由辖区内精神专科医疗机构医生根据患者评估实际情况

制定康复方案。① 每月开展一次面对面活动，活动内容包括：心理疏导、用药指导、生活技能培训、社

会技能训练、娱乐康复等；② 每月对患者病情开展一次评估，病情评估量表包括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

个人和社会功能量表工作表等。③ 定期追踪随访和社区监护治疗：由康复中心专/兼职人员(个案管理员)
根据个案管理服务计划，对精神残疾人进行社区追踪随访、上门访视并填写《济宁市社区精神残疾人访

视追踪记录单》。 

2.3. 观察指标 

通过干预前后比较，对康复效果进行评价，比较康复效果，制定适合本地的社区康复服务模式。(1) 干
预前后 PANSS 阳性症状得分值、阴性症状得分值、一般病理症状得分值、总分。(2) 干预前后 PSP 分值。 

2.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0.0 软件，运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两组间年龄、受教育年限、首发年龄、病程 PANSS 分

值、PSP 分值进行比较；运用 X2检验比较两组的性别和颅脑 CT 结果的差异。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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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 

3.1. 一般资料 

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首发年龄、病程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详见表 1。 
 
Table 1. Comparison of general demographic data 
表 1. 一般人口学资料比较 

指标 对照组(80) 干预组(80) t/x2 P 

年龄(岁) 50.09 ± 4.88 51.79 ± 6.27 1.913 0.058 

受教育年限(月) 9.74 ± 2.98 9.75 ± 2.87 0.027 0.978 

起病年龄(岁) 31.00 ± 9.99 30.34 ± 10.67 −0.045 0.686 

精神分裂症病程(月) 18.66 ± 9.83 21.46 ± 10.88 1.708 0.090 

BMI 27.38 ± 3.46 28.11 ± 4.14 1.203 0.231 

性别(男/女) 47/33 52/28 0.662 0.416 

颅脑 CT (正常/脑血管疾病) 30/50 26/54 0.440 0.507 
 

两组患者入组时，PANSS 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详见表 2。 
 
Table 2. PANSS and PSP baseline values of control and intervention groups 
表 2. 对照组和干预组两组患者 PANSS 和 PSP 基线值比较 

指标 对照组 干预组 t P 

PANSS 阳性 9.24 ± 1.204 9.40 ± 1.014 0.923 0.357 

PANSS 阴性 16.93 ± 3.514 17.33 ± 4.342 0.640 0.523 

一般病理 28.60 ± 3.220 29.10 ± 3.104 1.000 0.319 

PANSS 总分 54.76 ± 5.735 55.83 ± 6.793 1.069 0.287 

PSP 总分 53.56 ± 8.449 55.23 ± 7.829 1.291 0.199 

3.2. PANSS 干预效果分析 

干预半年，两组患者 PANSS 得分比较，其中阳性症状、阴性症状以及一般病理改善程度具有统计学

差异(P < 0.05)，且干预组优于对照组。详见表 3。 
 
Table 3. PANSS value of control and intervention groups 
表 3. 对照组和干预组两组患者 PANSS 值比较 

指标 对照组 干预组 t P 

PANSS 阳性减分值 0.630 ± 0.986 1.09 ± 1.744 2.065 0.041 

PANSS 阴性减分值 2.16 ± 4.199 5.93 ± 5.272 4.993 0.000 

一般病理减分值 1.89 ± 3.356 4.19 ± 4.568 3.629 0.000 

PANSS 总分减分值 4.83 ± 5.412 11.18 ± 6.092 6.970 0.000 

3.3. PSP 干预效果分析 

通过对对照组、干预组患者进行 PSP 增分值情况的比较和分析，干预组患者 PSP 情况改善程度明显

优于对照组(P < 0.05)。详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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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The PSP Increment value of control and intervention groups 
表 4. 两组患者 PSP 情况比较和分析 

组别 例数 PSP 增分值 

对照组 80 5.41 ± 12.31 

干预组 80 11.12 ± 8.41 

t - 4.432 

P - 0.00 

4. 讨论 

精神分裂症患病形势日益严峻，康复治疗手段的研究成为相关领域的热点问题。本文聚焦于济宁市

精神分裂症患者主动社区康复干预，研究结果显示，主动社区康复干预能够较好的为精神分裂症患者给

予帮助，为相关研究的开展提供了有益借鉴。本研究发现，通过主动社区康复干预实践，使得患者在精

神症状、社会功能改善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改善。这一研究结果与赖华等研究一致，即干预组在随访 6
个月时阳性症状、阴性症状、一般病理、整体精神性症状和社会功能改善方面都优于对照组[7]。 

社会支持理论强调社会网络对心理健康产生积极作用，但借助于社会支持理论探究精神分裂症患者

康复治疗的先行研究较少，本研究有助于弥补这一欠缺。从更广的视角来看，本研究结果显示通过加强

服务对象社区康复，在进行上下联动的同时，调动社会资源有利于实现对于精神障碍患者的保护[8]。在

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社区康复主动中，组织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者提供心理咨询和干预，在以政府为主

导、以亲情服务为基础的同时，做好居家康复综合护理，以此来回应患者的健康需求。通过提供家庭专

业照护指导，在做好知识性讲座、科普宣传的同时，缓解压力[9]。Berglund 等人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患

者表现出一种超然的信念，认为情绪是无法控制的。这些信念可能影响情绪调节策略的选择和成功，从

而导致消极症状。情绪不可控的信念反映了一个与情绪调节和负面症状相关的新过程，可以作为心理社

会治疗的目标[10]。本研究在进行技能康复干预、药物技能干预的同时，进行心理辅导，干预效果较对照

组显著改善，推测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患者的消极心理情绪。在培养个体积极发展的同时，以人为本，做

好干预以及辅助教学工作，改善患者的认知能力。在缓解精神残疾人患者不良情绪的同时，改善患者的

心理状态。除此之外加强自我肯定训练、预科教学，做好康复训练和管理工作，提升整体社会功能[11]。
对于社区、个案工作管理中，围绕实际问题、需求客观展开分析，以此来促进医务社会工作者勇于创新、

实践，构建一套适合我国社区康复精神残疾人患者的工作模式。 
本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首先是相较于其他精神疾病来说精神分裂症确诊患者较少，影响了本研究

的样本量。其次，本研究在进行中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希望在未来研究中，能够从社

会支持视角下，进一步扩充样本容量，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社区康复研究提供更多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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