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另外#为避免耐药菌株的出现#建议临床在有条件的情况

下#尽量根据药敏试验结果选用敏感性较高的抗生素#提高临

床治疗效果#减少耐药菌株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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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访对出院精神分裂症患者依从性的影响

杨开波!王
!

彬"四川省攀枝花市第三人民医院
!

!&%#!&

#

!!

"摘要#

!

目的
!

了解随访对出院精神分裂症患者服药依从性的影响因素!初步探索提高出院患者服药依从性

的方法$方法
!

采用电话随访形式对
!(

例精神病患者及家属进行调查$结果
!

第
&

次随访服药依从性平均仅为

'$+*",

!经干预措施后提高到
!%+%",

!依从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6

$

#+#'

#$服药依从性与患者疾病相关知识%

经济状况%服药种类和服药次数%文化程度%不良反应%家庭支持系统有关&与职业%病程等无明显关系$依从性好的

患者!病情控制较好&相反病情波动大$结论
!

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药物治疗依从性的影响因素较多!普及疾病相关

知识!改善患者及家属经济状况!减少不良反应!改善家庭支持系统等!有利提高服药依从性$

"关键词#

!

随访&

!

精神分裂症患者&

!

服药依从性

!"#

!

$%&'()(

"

*

&+,,-&$)./0(122&/%$$&/$&%1)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

"

$#&&

#

$&.$!"$.#$

!!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疾病,有报道称未能坚持

服药者复发率高达
(#+),

*

&

+

,对于需长期服药的精神病患者

而言#依从性对预后及转归具有重要意义*

$

+

,依从性是指患者

对规定执行的医疗护理或科研实验措施其接受和服从的客观

行为和程度*

)

+

,本文主要分析精神病患者对口服药接受和服

从的客观行为和程度,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研究对象为本院
$#&#

年
&

!

!

月出院的五病

区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共
!(

例#

$

次随访脱失
!

例#脱失率

(+($,

(小学脱失
"

例#高中脱失
$

例#脱失率分别为
'+((,

和
$+*",

,所有病例均符合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

)

版诊断标准,其年龄$

)!+'"c&&+))

%岁#病程$

&#+*%c

(+))

%年#住院时间$

)+!%c$+&'

%年#住院次数$

)+!'c$+"'

%

次,

$+/

!

方法
!

通过电话随访了解患者的病情和服药情况#

$

次

随访分别为出院后
&

周和第
"

周,疾病相关问题由精神科医

生回答#内容包括服药品种次数)疾病相关知识$自知力%)经济

状况)不良反应)家庭支持系统)病情等,依从性判断标准!完

全依从指患者自愿按时按量服药(部分依从指患者在督促下能

按时按量服药(不依从指患者不愿服药或拒绝服药,不良反应

判断标准以患者自述对生活影响评定#分为轻)中)重三等,家

庭支持系统判断标准以是否有人照料患者生活及督促服药#分

为差)较好)良好,

$+'

!

统计学方法
!

将所有数据输入计算机并采用
LXLL&&+'

软件程序进行统计#统计方法采用
#

$ 检验,

/

!

结
!!

果

随访精神分裂症患者对药物依从性的影响见表
&

,精神

分裂症患者的服药依从性与患者疾病相关知识)经济状况)服

药种类和服药次数)不良反应)家庭支持系统病情稳定性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6

$

#+#'

%,

依从性原因调查!前
$

位分别是担心病情反复和有人督促

治疗,不依从性原因调查!药物不良反应造成躯体不适是主要

原因,担心药物不良反应占首位#

$

次随访差距明显从

$)+'),

降至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6

$

#+#'

%,常见的

原因还有认为病已好转)认为疗效不好)药物的价格和口感等,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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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访精神分裂症患者对药物依从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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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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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第
&

次随访$

&V!(

%

不依从$

&V&"

% 部分依从$

&V&(

% 依从$

&V)!

%

第
$

次随访$

&V!$

%

不依从$

&V!

% 部分依从$

&V&"

% 依从$

&V"$

%

文化程度 初中以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初)高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高中以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疾病相关知识 不了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部分了解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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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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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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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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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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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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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经济状况$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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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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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访精神分裂症患者对药物依从性的影响*

&

&

,

'+

项目
第
&

次随访$

&V!(

%

不依从$

&V&"

% 部分依从$

&V&(

% 依从$

&V)!

%

第
$

次随访$

&V!$

%

不依从$

&V!

% 部分依从$

&V&"

% 依从$

&V"$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服药次数$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良反应 无或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庭支持系统 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较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良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服药品种$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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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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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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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病情稳定性 复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波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稳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与第
&

次随访比较#

"

6

$

#+#'

,

'

!

讨
!!

论

精神分裂症是慢性疾病#在治疗或预防时药物治疗起关键

性作用,慢性疾病的药物治疗中#依从性的优劣对治疗效果和

预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服药依从性与患者疾病相关知识)经济

状况)服药种类和服药次数)不良反应)家庭支持系统及文化程

度有显著相关性*

"

+

,服药依从性与年龄)病程)住院时间)住院

次数)有无发病诱因)婚姻无直接联系,

药物的不良反应可以助长不依从性#本研究结果显示#害

怕出现不良反应不敢服药是不依从行为的主要原因#药物不良

反应的发生率与早期中断治疗有明显的联系,用药种类愈多#

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率也愈高,应避免药物的不合理使用与

配伍#降低毒副反应发生率(此外药物的剂型和规格)给药次数

及服药品种均有可成为影响患者依从性的一个因素(甚至药片

太小或太大#不利于老年患者的分掰或吞咽#给药次数过多或

具有不良气味及有颜色的药物制剂#会引起患者不依从等,解

释用药的原因和意义#耐心解答患者的咨询#将会提高患者的

依从性,

本研究结果显示#因为不理解治疗的重要性#而倾向于不

依从是主要原因,特别是在慢性疾病治疗或预防或强迫性治

疗时#患者更容易不遵循医嘱*

'

+

,解释处方用药的原因和意

义#耐心解答患者的咨询#将会提高患者的依从性,宣传疾病

相关知识#提高自知力#预先告知药物不良反应不会增加发生

率#有可能降低自行中断治疗患者的比例,医生随访出院患

者#配合对患者进行遵守医嘱的教育#指导患者正确使用药物#

解决服药中出现的问题#使毒副反应所致患者不依从性减少至

最低限度,

不依从危害患者#依从是药物治疗有效性的基础,不依从

的危害可能是严重的#轻者贻误病情#导致预防治疗失败#超剂

量误服药物或许会发生严重中毒#甚至要住院治疗,鉴于患者

的依从性对药物治疗的影响#医务人员应及时解除患者药疗中

产生的顾虑#增加信任#以常督促#检查医嘱执行情况#正确指

导患者用药,临床医务工作者应该不断改进工作#努力提高患

者的依从性#使治疗更加安全有效,加强医患沟通#向患者及

家属宣传药品知识#消除疑虑#提高患者的依从性,医务人员

正确认识并给予积极的干预可以增进患者的依从性#提高治疗

效果#减少复发#节约卫生资源,在我国没有很好地建立家庭

治疗模式下更显电话随访的重要,

本研究的样本量随访次数较少#且局限于男性精神分裂症

患者#随访对服药依从性的影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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