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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心理干预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心理状态和康复效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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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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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
!

要"目的
!

研究集体心理干预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心理状态和康复效果的影响%方法
!

将
(4'9

年
'4

月

至
(4'C

年
'4

月在该院住院治疗的
6A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以
'j'

比例分为对照组与研究组!对照组进行常规护

理干预!研究组进行集体心理干预!比较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精神与心理状态&认知状况&社会功能&氧化应激

反应指标与凋亡分子蛋白表达量情况%结果
!

护理干预后!两组
&;:[[

评分均明显降低"

N

(

4349

$!

][![

评

分&

\S[

评分&

&[&

评分均明显提高"

N

(

4349

$!且研究组变化幅度大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N

(

4349

$#干预后!两组氧化应激指标
[?)

水平均明显升高"

N

(

4349

$!

S);

水平明显降低"

N

(

4349

$!凋亡蛋白

ÎH%(

水平明显升高"

N

(

4349

$!

1̂U

&

$1,

O

1,@%5

&

W1,

水平明显降低"

N

(

4349

$!且研究组变化幅度大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N

(

4349

$%结论
!

应用集体心理干预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护理!可有效抑制氧化应激反

应与细胞凋亡进程!改善患者精神状态!重拾信心!有利于患者恢复社会功能!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集体心理干预#

!

精神分裂症#

!

心理状态

中图法分类号"

"CAD35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8C(%DA99

"

(4'D

$

49%48DD%45

!!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病因尚未明了的临床常见精

神病#具有持续性+严重性等特点#患者在情感+行为+

思维等方面存在障碍#使其表现出一系列与环境不协

调或不为他人理解的行为'

'

(

)精神分裂症治疗以抗

精神病药物延缓病情+改善预后为主#但仅依靠药物

治疗的效果并不理想#且无法恢复患者社会功能'

(

(

)

目前心理干预已成为辅助治疗精神分裂症的主要手

段#集体心理干预是以集体为单位进行心理干预的一

种护理干预方式#可调整患者心理状态#调节患者机

体环境平衡#有助于患者恢复社会功能'

5

(

)本研究将

集体心理干预应用于精神分裂症患者中#将结果现报

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3$

!

一般资料
!

将
(4'9

年
'4

月至
(4'C

年
'4

月于

本院住院治疗的
6A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列为研究对

象)纳入标准!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

$第
5

版&.精神障碍分类的诊断标准'

A

(确诊为精神分

裂症者%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

&;:[[

&

'

9

(评分为
84

分及以上者%此前未接受系统干预者%年龄为
'6

$

89

岁者)排除标准!合并其他精神疾病者%智力低下者%

严重躯体性疾病者%全身性系统疾病者%恶性肿瘤者)

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
6A

例患者分为对照组与研究

组#每组
A(

例)对照组中男
(5

例#女
'D

例%年龄

((

$

85

岁#平均$

5'3(AfA3A5

&岁%病程为
'

$

9

年#平

均$

53DCf43D8

&年)研究组中男
(4

例#女
((

例%年

龄
(5

$

89

岁#平均$

5'3ADfA3A6

&岁%病程
'

$

9

年#

平均$

53C9f436D

&年)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等一般资

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N

'

4349

&)

$3/

!

方法
!

两组患者均接受常规抗精神药物治疗#

治疗期间对照组应用常规护理干预#研究组应用集体

心理干预)集体心理干预内容如下)$

'

&健康宣教!

患者入院后#护理人员组织患者与家属进行健康宣

教#由专业医生与护理人员向患者与家属介绍精神分

裂症病因+治疗方案+护理方案与其他注意事项#使患

者与家属能客观了解疾病#树立治疗信心)$

(

&集体

建立!由
'

名心理治疗师+

(

名治疗助手+

'4

名护理人

员与研究组患者建立为一个集体小组#集体建立前由

心理治疗师对患者进行一对一访谈#向患者介绍集体

心理治疗#了解患者心理状态#确定患者愿意参与集

体心理干预)$

5

&集体交流!集体训练时#护理人员组

织集体成员相互介绍#自我介绍内容必须包含心理治

疗师指定内容#通过患
7

患+医
7

护
7

患的交流互动

创造轻松的治疗氛围#建立集体内的基本信任关系)

$

A

&集体训练!护理人员每日组织患者集体开展简单

体育运动+手工制作+绘画+观影等活动
'

$

(-

#促进

患者自我领悟#锻炼患者心智#有助于其社交能力的

恢复)$

9

&集体心理辅导!每周心理治疗师安排助手

与护理人员组织患者进行集体性心理游戏
5

次#包括

集体故事拼图+表演等#游戏期间鼓励患者之间进行

交流互动#鼓励患者表达自己的想法#使患者能够宣

泄负面情绪#体验自己与他人的情绪与认知#建立自

我效能感#有助于患者改善社会交往能力#重建回归

社会的信心)两组患者均在干预
(

月后检测相关

指标)

$3'

!

观察指标
!

$

'

&精神与心理状态!使用
&;:[[

评估患者护理前后精神状态#使用自我效能感量表

*

DD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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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8

(评估患者护理前后心理状态)

&;:[[

量

表包括
54

个项目#

C

级评分#得分越高#精神病越严

重%

][![

量表包括
'4

个项目#

9

级评分#得分越高#

信心越强)$

(

&认知状况与社会功能!使用韦氏记忆

量表$

\S[

&

'

C

(评估患者护理前后认知状况#使用个

人和社会功能量表$

&[&

&

'

6

(评估患者护理前后社会功

能)

\S[

量表包括常识+定向力+精神控制能力+逻

辑记忆+数字光度+视觉记忆+成对词联想学习
C

个分

测#总分为记忆商#总分越高认知能力越好)

&[&

量

表包括工作与学习+个人关系与社会关系+自我照料+

扰乱与攻击行为
A

个方面#总分为
'44

分#

C4

$

'44

分!社会功能与人际交往无障碍或有极轻困难%

5'

$

C'

分!社交存在不同程度能力缺损%

%

54

分!社交能

力低下)$

5

&氧化应激反应指标!干预前后取患者空

腹静脉血
(340Y

#处理后使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

测氧化应激反应指标'超氧化物歧化酶$

[?)

&与丙二

醛$

S);

&(水平)$

A

&凋亡分子蛋白表达量!干预前

后取患者空腹静脉血
(340Y

#处理后使用放射免疫

发光法检测凋亡蛋白$

1̂U

蛋白+

ÎH%(

蛋白+

$1,

O

1,@%

5

+

W1,

&水平)

$31

!

统计学处理
!

数据分析使用
[&[['D34

软件#计

量资料以
BfI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E

检验#以
N

(

4349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3$

!

两组患者精神与心理状态比较
!

干预后#两组

患者
&;:[[

评分均明显降低$

N

(

4349

&#

][![

评分

均明显提高$

N

(

4349

&#且研究组变化幅度大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N

(

4349

&)见表
'

)

/3/

!

两组患者认知状况与社会功能比较
!

干预后#

两组患者
\S[

评分+

&[&

评分均明显升高#且研究

组升高幅度大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N

(

4349

&)

/3'

!

两组患者氧化应激反应指标比较
!

干预后#两

组患者
[?)

水平均明显升高$

N

(

4349

&#

S);

水平

明显降低$

N

(

4349

&#且研究组变化幅度大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N

(

4349

&)

表
'

!!

两组患者精神与心理状态比较#

BfI

%分$

项目
'

&;:[[

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

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A( D53(9f''35(C935'f'(34C

"

('3A6f534A (5365f(3'9

"

研究组
A( D(3ADf''3'6C43'8f'43(D

"

('3CCf53'6 (C3'(f53(C

"

E 435' (3'4 43A5 93A9

N

'

4349

(

4349

'

4349

(

4349

!!

注!与同组干预前比较#

"

N

(

4349

/31

!

两组患者凋亡分子蛋白表达量比较
!

干预后#

两组患者
ÎH%(

水平明显升高$

N

(

4349

&#

1̂U

+

$1,

O

1,@%5

+

W1,

水平明显降低$

N

(

4349

&#且研究组变

化幅度大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N

(

4349

&)

表
(

!!

两组患者认知状况与社会功能比较#

BfI

%分$

项目
'

\S[

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

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A( 8'35Af'4348C43D6f''3'(

"

A93(6f''3588A3C'f'439'

"

研究组
A( 8'3C9f'43'CCD3('f''3A8

"

AA36Cf''3(9C'38Df'43D(

"

E 43'6 535A 43'C (3D6

N

'

4349

(

4349

'

4349

(

4349

!!

注!与同组干预前比较#

"

N

(

4349

表
5

!!

两组患者氧化应激反应指标比较#

BfI

$

项目
'

[?)

$

B

"

0Y

&

干预前 干预后

S);

$

+0FH

"

Y

&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A( A(35(fA35D 9436Df8349

"

93C6f4388 5369f435A

"

研究组
A( A(3ACfA38( C536(fC3'A

"

938Df438' (34Cf43(9

"

E 43'9 '9366 4389 (C355

N

'

4349

(

4349

'

4349

(

4349

!!

注!与同组干预前比较#

"

N

(

4349

表
A

!!

两组患者凋亡分子蛋白表达量比较#

BfI

$

项目
'

1̂U

干预前 干预后

ÎH%(

干预前 干预后

$1,

O

1,@%5

干预前 干预后

W1,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A( A3(Df438' 53C6f43AC

"

9368f43C( C3'9f43D5

"

''366f'3DA '43(9f'395

"

D3C8f'38' C3(5f4365

"

研究组
A( A359f439C (3A8f43(D

"

93C5f438D '43('f'396

"

''3D4f'36( 835Af436(

"

D3C(f'398 934(f439A

"

E 43A8 '93AD 436A '436( 4349 'A38( 43'( 'A3A8

N

'

4349

(

4349

'

4349

(

4349

'

4349

(

4349

'

4349

(

4349

!!

注!与同组干预前比较#

"

N

(

4349

'

!

讨
!!

论

!!

临床研究显示#抗精神病药物虽然可缓解急性精

神分裂症患者急性期大部分阳性症状#但无法有效改

善其阴性症状+认知与社会功能'

D

(

)此外#抗精神病

药物不良反应大#服药周期长#随着联合用药趋势的

发展#常因药物间相互作用导致药效学+药动学改变#

加重不良反应#甚至部分患者内环境平衡被打破#持

续处于高度应激状态'

'4

(

)故目前临床急需寻求一种

既可提升药物疗效+降低药物不良反应#又可恢复内

环境平衡#改善阴性症状#提高患者认知与社会功能

*

44C

*

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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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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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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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治疗方案'

''

(

)集体心理干预通过集体活动的形式

使患者能够明确认知自身角色#与他人进行有效沟

通#有助于患者建立回归社会的信心#促进社会功能

与人际交往能力的恢复'

'(

(

)本研究在对精神分裂症

常规抗精神病药物治疗与护理的基础上#应用集体心

理干预#发现可有效改善患者内环境平衡与心理状

态#提高患者自我效能感与社会功能)

本研究中#研究组针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应用集体

心理干预#患者在健康宣教了解疾病相关内容后#加

入心理干预团队成立集体%集体心理干预过程中#医

护团队组织自我介绍与集体训练使集体成员相互了

解#鼓励患者进行集体交流#在集体成员内建立信任

感与良好氛围后#由心理治疗师安排集体心理辅导#

通过集体心理推理游戏等途径帮助患者表达自我#宣

泄负面情绪#体验他人情绪#强化认知#锻炼人际交往

能力#重拾回归社会的信心)因此#集体心理干预后#

研究组患者精神状态与心理状态均明显恢复#自我效

能感与社会功能明显提高)舒瑜等'

'5

(研究指出#集体

心理干预能够有效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精神与心理

状态#有利于帮助患者恢复社会功能#与本文研究结

论一致)

研究指出#精神分裂症患者心理认知异常+心理

应激等临床表现使患者存在基础性全身氧化应激反

应)

[?)

可消除体内氧自由基#是典型抗氧化指标#

S);

则为脂质过氧化代谢产物#二者水平均可提示

机体氧化应激程度'

'A

(

)此外#精神分裂症患者还表现

为神经细胞过度凋亡#细胞凋亡活性可间接反映精神

分裂症严重程度)

1̂U

可促进细胞凋亡#

1̂U

为促凋

亡蛋白%

ÎH%(

为凋亡抑制蛋白#可阻止
$1,

O

1,@

被细

胞色素
$

激活%

$1,

O

1,@%5

属于半胱氨酸蛋白酶#是细

胞凋亡通路的中心环节#活化后直接导致细胞凋亡%

W1,

则高表达于精神分裂症患者机体#可能为导致神

经细胞凋亡的因素之一'

'9

(

)本研究针对研究组应用

集体心理干预后#患者机体氧化应激状态+细胞凋亡

状态均得到明显改善#说明集体心理干预可有效调节

精神分裂症患者机体氧化应激反应#抑制细胞凋亡#

改善患者精神与心理面貌#有助于患者建立自我效能

感#回归社会#研究结果与范瑜等'

'8

(研究显示一致)

综上所述#集体心理干预应用于精神分裂症治疗

过程中#可有效减轻患者氧化应激反应+细胞凋亡程

度#改善患者精神与心理状态#帮助患者恢复社交功

能#有助于患者回归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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