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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属焦虑%抑郁情绪现状调查及影响

因素分析

刘晓东!张代江#

"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歌乐山院区
!

*+++,0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重庆地区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属的焦虑'抑郁情绪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

采用一

般情况调查问卷'焦虑自评量表"

%2%

$'抑郁自评量表"

%U%

$'艾森克个性测验人格问卷"

.3d

$!对
(+'*

年
'

!

0

月

在该院住院治疗的
(-=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家属进行调查!采用
%3%%'=)+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
!

(-=

例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属焦虑'抑郁评分分别为"

@')0@_',)@

$'"

*=)'-_'')(,

$分!患者家属中有
'00

例焦虑情

绪和
'+0

例抑郁情绪!分别占研究对象的
@=)@A

和
,1)+A

&患焦虑'抑郁的患者家属
.3d

评分中!精神质'内外向

与常模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患者家属性别'患者治疗的效果'家属对疾病是否了解'内向人格特质

是罹患焦虑情绪的危险因素&家属性别'患者住院次数'精神质人格是罹患抑郁情绪的危险因素&结论
!

精神分裂

症患者家属焦虑'抑郁情绪普遍存在!其焦虑'抑郁情绪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需及早干预&

"关键词#

!

精神分裂症#

!

患者家属#

!

焦虑#

!

抑郁

!"#

!

$%&'()(

"

*

&+,,-&$)./0(122&/%$)&$%&%'2

文献标志码$

2

文章编号$

'0-(B=*@@

"

(+'0

$

'+B',11B+,

!!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病因未明,慢性迁延性,高负担的疾病#

多起病于青壮年#患者在患病后无法进行正常的生活#且容易

受到社会的歧视#给家属带来严重的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家

属容易产生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

'B,

*

+既往研究较少关注精

神分裂症患者家属#而家属是患者重要的社会支持#其心理健

康状况也直接关乎患者的预后+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对
(+'*

年
'

!

0

月在本院住院治疗的
(-=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家属进

行调查#以了解目前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属焦虑,抑郁情况

及其影响因素#进而更好地促进患者疾病的康复+现报道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以
(+'*

年
'

!

0

月在本院住院治疗的
(-=

例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家属为研究对象+患者家属中男
',,

例#女

'*0

例%年龄
'1

!

0@

岁#平均$

*,)0@_'()'0

&岁%与患者的关

系!配偶
',(

例$

*-)*A

&#父母
11

例$

,')@A

&#兄妹
,+

例

$

'+)-A

&#子女
(=

例$

'+)*A

&%文化程度!大学及以上
@=

例

$

(')'A

&#高中
''1

例$

*(),A

&#初中
'+(

例$

,0)0A

&+其中

患者均符合.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第
,

版$

55B

$UB,

&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家属为陪护的或送入院的一级

亲属+患者家属符合以下标准!$

'

&自身无精神疾病%$

(

&既往

无抑郁症或焦虑症%$

,

&患者家属年龄为
'1

!

0@

岁#文化程度

为初中及以上%$

*

&患者家属能够理解问卷#并且独自顺利完成

问卷调查%$

@

&患者家属均自愿参加本次研究且签署知情同

意书+

$)/

!

方法
!

对每例患者家属在患者住院当天进行问卷调查#

要求被调查者在规定时间内按照统一指导语和填表方法完成+

参评人员均为经过统一培训的精神科高年资医护人员#问卷资

料由专人负责收集+发放问卷
(-=

份#回收
(-=

份#回收率

'++A

+

$)/)$

!

一般情况调查表
!

包括患者的病程,住院次数,月平均

家庭经济收入,患者家属的姓名,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

与患者的关系,患者住院次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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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焦虑自评量表$

%2%

&

)

*

*

!

%2%

用于评价焦虑患者的主

观感受+由
(+

个项目组成+在心理卫生评定的时候通常使用

标准分#为原始分的
')(@

倍取整数部分参与统计分析+焦虑

评定的临界值标准分为
@+

分#

&

@+

分为存在焦虑#分值越高#

焦虑倾向越明显)

@

*

+

%2%

的信度,效度较高#可作为临床了解

焦虑症状的一种自评工具#应用广泛+

$)/)'

!

抑郁自评量表$

%U%

&

)

0

*

!

该量表由
(+

个项目组成#采

用
*

级评分#主要测量各症状出现的频度+以标准分
@,

分为

界值#

&

@,

分为存在抑郁)

-

*

+研究证明
%U%

有较高的信度和

效度#能比较准确地反映自评者主观感受的抑郁程度)

1

*

+

$)/)1

!

艾森克个性测验人格问卷$

.3d

&

)

=

*

!

.3d

是一种自

陈量表#共包括
.

,

3

,

"

,

!*

个部分!

.

为外
B

内倾向%

3

为精神

质倾向%

"

为谎造或自身隐蔽倾向$即效度量表&%

!

为神经质

倾向+该问卷信度和效度比较高#运用广泛#可以作为多重科

研或临床心理检测结果#并为其提供可靠的依据+

$)'

!

评判标准
!

以
%2%

&

@+

分或
%U%

&

@,

分代表有焦虑或

抑郁情绪#筛查结果为阳性+

.3d

评分参考文献)

'+

*#以全国

常模结果作为对照+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3%%'=)+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以
N_H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B

检验%精神分裂症患者

家属焦虑,抑郁情绪影响因素分析采用
"C

H

DFGDN

回归分析+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2%

与
%U%

评分结果
!

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属
%2%

评分

为$

@')0@_',)@

&分#其中
%2%

&

@+

分
'00

例$

@=)@A

&%

%U%

评分为$

*=)'-_'')(,

&分#其中
%U%

&

@,

分
'+0

例$

,1)+A

&+

/)/

!

.3d

评分结果
!

患焦虑,抑郁的患者家属
.3d

评分中#

精神质,内外向与常模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

表
'

+

表
'

!

患焦虑%抑郁的患者家属
.3d

评分比较'

N_H

(分)

人群 精神质 内外向 神经质 掩饰程度

患焦虑,抑郁的患者

家属
=)0-_')(, -),0_,),* '')'@_*)'' ',)'=_@)('

全国常模
@)1*_,)(- '+)'*_*),, '')+1_*)1+ '()==_,)10

B ()@= ()00 +)1' ')(-

!

$

+)+'

$

+)+' +)@, +)'@

/)'

!

患者家属焦虑情绪影响因素多因素
"C

H

DFGDN

回归分析
!

以患者家属是否有焦虑为因变量#以一般情况问卷,

.3d

评分

为自变量进行多元
"C

H

DFGDN

回归分析#结果提示患者家属性

别,患者治疗的效果,对疾病是否了解,内向人格特质是罹患焦

虑情绪的危险因素#见表
(

+

表
(

!

患者家属焦虑情绪影响因素多元
"C

H

DFGDN

回归分析

焦虑相关因素
#

M' -T ! =@)+A#$

家属性别
+),1( +)'0* '),(( +)+*1 +)=0@

!

')@'-

患者治疗效果
')+*@ +)01- *)0'( +)+(* *)++(

!

@)-00

对疾病是否了解
')((, +)*'- ,)@(' +)++* ,)+'(

!

*)(',

内向性格
')(,- +)@(' *),(' +)+,* *)''+

!

@)+='

/)1

!

患者家属抑郁情绪影响因素多因素
"C

H

DFGDN

回归分析
!

以患者家属是否有抑郁为因变量#以一般情况问卷,

.3d

评分

为自变量进行多元
"C

H

DFGDN

回归分析#结果提示患者家属性

别,患者住院次数,精神质人格是罹患抑郁情绪的危险因素#见

表
,

+

表
,

!!

患者家属抑郁情绪影响因素多元
"C

H

DFGDN

回归分析

抑郁相关因素
#

M' -T ! =@)+A#$

家属性别
')@-' +)@0( +)'-1 +)+(, +)+=1

!

')=0-

患者住院次数
')1=' +)-(= (),,- +)+'- ()+'(

!

,)'',

精神质人格
(),,' +)10- ()=10 +)++* *)''+

!

@)+='

'

!

讨
!!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属焦虑,抑郁情

绪比较普遍#患者家属中有
'00

例焦虑情绪和
'+0

例抑郁情

绪#分别占本次研究对象的
@=)@A

和
,1)+A

+这一结果与韩

宏云等)

''

*的研究结果一致+精神分裂症患者住院治疗大多在

疾病的发病期#影响患者家属情绪状态的因素有很多#患者家

属是患者重要的社会支持#其情绪状态与患者的预后有关)

'(

*

#

因此需要重视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属的情绪状态#及早筛查#对

有焦虑,抑郁情绪的家属及早干预+

本研究结果显示#患焦虑,抑郁的患者家属
.3d

评分中#

精神质,内外向与常模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结果表明精神质人格,内向人格与罹患焦虑,抑郁情绪有关#个

性内向家属较习惯于稳定的生活方式#较少暴露自己的内心情

感#但遇到较大应激事件#容易压抑自己的情绪#容易出现情绪

障碍+精神质人格特征患者家属难以适应外部环境#难以应对

突发事件#因此具有上述人格特质的患者家属需要引起重视#

及早筛查+

患者家属焦虑情绪影响因素多因素
"C

H

DFGDN

回归分析结

果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属性别,患者治疗的效果,家属对疾

病是否了解,内向人格特质是罹患焦虑情绪的危险因素+女性

患者家属情绪更易受到外界影响#羞耻感高)

',B'*

*

#其心理状态

不如男性稳定#这可能与女性受传统的贤妻良母角色的观念影

响#一旦遭遇心理应激#女性常自愿承担起照顾患者的责任#再

加上繁重的工作,家务等多重压力#更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等心

理问题+治疗效果不好#对药物反应较差的患者家属其焦虑情

绪较大%精神分裂症复发对家庭是一个强烈的精神创伤)

'@

*

#精

神分裂症患者家属的内心痛苦比患者本人更严重#容易产生焦

虑等情绪反应#因此对治疗效果不好及对药物反应较差的患者

家属要及时给予心理支持及治疗+对疾病知识不了解的患者

家属#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对疾病有羞耻感#更容易罹患焦

虑情绪#因此需要加强与患者家属的疾病知识宣教的工作#积

极配合医护人员工作#提高患者治疗的依从性+人格因素也影

响患者家属的心理状况#内向人格特质的家属较少地向他人宣

泄负性情绪#容易罹患焦虑情绪+因此医护人员应重点帮助性

格内向的患者家属树立信心#找到适当的心理宣泄方法#减轻

其焦虑等负性情绪+

患者家属抑郁情绪影响因素多因素
"C

H

DFGDN

回归分析结

果表明!家属性别,患者住院次数,精神质人格是罹患抑郁情绪

的危险因素+女性患者家属容易出现抑郁情绪#这与女性的性

别角色特征有关+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慢性疾病#患者住院次数

多代表患者的病情反复#难度较大#家属容易失去对疾病治疗

的信心#容易出现抑郁情绪+复发患者家属容易对反复发作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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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缺乏信心%此外#个人因素也是影响患者家属抑郁情绪的

一个因素#这与国内研究的结果一致)

'0B'-

*

+精神质人格患者

家属容易出现抑郁情绪#神经质患者家属因为性格孤僻#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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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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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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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高分辨
&(]/

在宫颈癌局部侵犯治疗前评价的应用价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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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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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癌且未接受放'化疗及手术治疗的患者行包括横断位高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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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以手术病理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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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手术切除患者$

及临床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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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未行手术切除患者$为标准!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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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进行统计分析!评价高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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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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