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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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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门诊精神分裂症患者服药依从性的相关影响因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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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

年
G

月至
"+(,

年
*

月在重庆市精

神卫生中心门诊就诊住院!出院时疗效为明显进步或痊愈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

例作为研究对象!以出院当日起门诊随访
(

年!

随访结束时按照依从性标准分为依从性好"完全依从$及依从性差"部分依从或不依从$两组!依从性好组
(++

例!依从性差组
*+

例!比较两组使用抗精神病药物及患者的相关因素等差异%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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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精神分裂症患者中依从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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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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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因素检验
((

项指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

$!经
?4

C

82&87

回归分析!影响精神分裂症患者口服抗精神

病药物依从性的因素有'缺少家庭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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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门诊精神分裂症

患者服药依从性的因素复杂!应针对性实施有效对策!做到合理用药!加强心理干预&社会支持!提高依从性%

关键词"精神分裂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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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精神病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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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常见的病因尚未完全阐明的精神病#病

程多迁延#复发率高#应用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对控制病情及降

低复发具有重要意义+

(

,

'由于其治疗周期长#在实际治疗过程

中往往难以使用住院治疗的形式进行完整的治疗#因此#门诊

治疗成为精神分裂症全程治疗的重要补充+

"

,

'由于受多种因

素影响#门诊患者服药依从性欠佳'为探讨门诊精神分裂症患

者服药依从性的相关影响因素#本文对
(*+

例门诊精神分裂症

患者随访
(

年后进行对照研究#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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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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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G

月至
"+(,

年
*

月在重庆市精

神卫生中心门诊就诊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

例作为研究对象#

其中男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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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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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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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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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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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平均$

*G)"-](-)-*

&岁%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符合国际疾病分

类
!(+

关于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

-

,

#入院后均系统服用抗精神

病药物#出院时疗效均为明显进步或痊愈%排除患有其他躯体

疾病者'

$)/

!

药物应用依从性判断标准
!

参考服药影响因素评定量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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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量表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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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条目#分为依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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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条&与不依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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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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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部分#各条目内部一致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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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量表广泛应用于影响患者服药依从性原因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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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按照依从性标准将
(*+

例门诊精神分裂症患者分

为依从性好$完全依从&及依从性差$部分依从或不依从&两组#

采用自制一般资料及影响因素调查问卷#比较两组精神分裂症

患者年龄-性别-文化水平-婚姻状态-病程-家庭支持-工作情

况-经济收入-疾病相关知识-抗精神病药物不良反应-医疗费

用支付方式-定期随访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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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6.66(<)+

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分

析#两组患者单因素比较采用
!

" 检验#并采用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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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归分析影响依从性的独立危险因素#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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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检验水准#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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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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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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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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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从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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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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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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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

单因素检验结果显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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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观察指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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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精神分裂症患者口服抗精神病药物依从性单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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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因素分析
!

见表
"

'以依从性为因变量$是
[(

#

否
[+

&#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家庭支持-疾病相关

知识-药物不良反应-定期随访&为自变量#其含义分别为!缺少

家庭支持-疾病知识欠缺-存在药物不良反应-未定期随访'

?4

C

82&87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影响精神分裂症患者口服抗精神

病药物依从性的因素有!缺少家庭支持-疾病相关知识欠缺-存

在药物不良反应-未定期随访'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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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精神分裂症患者口服抗精神病药物

!!!

依从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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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

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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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

疾病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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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药物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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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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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慢性迁延-复发率较高的疾

病#即使是住院治疗效果良好的患者出院后也需要长时间的门

诊随访#以巩固疗效#影响门诊治疗效果的关键因素是服药依

从性'有临床研究显示#部分依从的门诊精神分裂症患者再次

住院的比例是依从性好的患者的
(),

#

")+

倍#而不依从患者

再次住院的比例是依从患者的
-)+

倍以上+

*

,

'再住院至少说

明病情不稳或加重'本研究的目的在于调查研究影响依从性

的相关因素#并从这些影响因素着手尽可能地帮助患者增加服

药依从性#减少病情复发或波动'

本研究 结 果 显 示#应 用 抗 精 神 病 药 物 依 从 性 好 者

$

H()*-Z

&高于依从性差者$

"<),HZ

&#影响患者依从性的因素

复杂#包括缺少家庭支持-疾病相关知识欠缺-存在药物不良反

应-未定期随访等#与马曼等+

,

,的研究基本一致'

缺少家庭支持是依从性的首位影响因素#家庭成员是精神

分裂症患者最密切接触者#是最重要的心理
!

身体保护资源+

G

,

'

家庭的支持程度与治疗依从性有密切关系#良好家庭支持中患

者家属能更多地了解关注患者需求#帮助患者提高社会功能水

平%能够鼓励患者执行自理行为#能明显提高门诊精神分裂症

患者服药依从性%反之不依从性增加'因此#要提高家庭支持#

家庭成员应在充分谅解精神分裂症患者各种病态言行的基础

上#关心爱护患者#尊重患者人格#予以感情的支持和心灵上的

慰藉#让患者感到家庭的温暖#保持良好的情绪和心态#督促其

按医嘱服药#积极配合治疗#提高门诊精神分裂症患者服药的

依从性+

H

,

'

精神分裂症患者对疾病相关知识欠缺也是依从性差的重

(

G+*"

(

检验医学与临床
"+(H

年
<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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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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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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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因素'患者往往缺少疾病相关知识#不能清楚地认识自己的

病情和严重程度#自知力差#不主动配合接受药物治疗#或因为

症状缓解后错误地认为已痊愈而自行减量甚至停药#或受被害

妄想等精神症状支配而拒绝服药等+

<

,

'因此#医务人员应该加

强健康宣教#让精神分裂症患者了解病因及临床表现-药物治

疗的目的-正确服药信息$服药时间-服药次数-服药剂量等&-

药物可能产生的不良反应-按计划服药的重要性%长期药物治

疗及防止病情复发方面的重要性%尤其是针对患者家属的健康

宣教#让其明白患者的症状特点和家庭支持对患者康复的重

要性+

=!("

,

'

药物不良反应对患者依从性的影响不可小视#这些不良反

应通常会降低患者生活质量#对家庭生活产生负面影响#受此

影响#患者往往自行换药或者减少剂量#甚至拒绝服用药物'

因此#临床精神科医生应遵循个体化原则合理选药#尽可能减

少药物不良反应对患者的影响#提高患者服药依从性'

由于门诊治疗缺少医护人员的有效监督#患者自我管理能

力不足#故需要医护人员定期随访'如果医护人员未定期随

访#治疗依从性可能会随之下降'因此#全面系统地定期随访

显得至关重要#以期对患者实施全程全方位无缝隙照顾#对患

者病情变化-药物反应-心理状态全面掌握#及时解决患者及家

属的疑问及不适#建立相互信任#使医嘱能得到贯彻执行#依从

性相对提高+

(-

,

'

综上所述#除缺少家庭支持-疾病相关知识欠缺-存在药物

不良反应-未定期随访
*

个主要因素外#影响精神分裂症患者

依从性的因素还有很多#需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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