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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段锦运动对恢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社会功能作用影响

张心齐�*� 杨小军�

陕西省汉中市退役军人康复医院（汉中市康宁医院），陕西� 723000

摘� 要：目的：探讨八段锦运动对帮助精神分裂症患者恢复社会功能作用影响。方法：收集����年�月�����年�

月期间收治住院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例，分观察组��例和对照组��例。对照组采用常规康复护理措施，观察组在常规

护理康复基础上增加每天�次的八段锦运动锻炼。结果：观察组患者的社会功能恢复情况明显好于对照组，两组差异

显著（��������）。结论：八段锦运动有助于精神分裂症患者社会功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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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精神分裂症是以思维、情感及行为的分裂，精神活动与周围环境不协调为主要特征的常见慢性易复发的精神疾

病。目前大多数专家认为精神分裂症是一组病因未明的重性精神障碍，具有认知、思维、情感、行为等多方面精神活

动的显著异常，并导致明显的职业和社会功能损害>��。精神分裂症患者多数表现为间断发作或持续性病程两类。大约

���的患者发作一次，缓解后终生不再发作。反复发作或不断恶化者可出现人格改变、社会功能下降，临床上呈现不同

程度的残疾状态。病情的不断加重最终可导致患者丧失社会功能，需要长期住院或反复入院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在

患病期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社会功能缺失，在综合治疗进入疾病恢复期病后，帮助他们恢复社会功能直接影响到患者回

归社会后的适应能力和生活质量，在很大程度上能帮助他们降低复发的可能性。住院期间采用的康复护理措施能增强

患者回归社会的能力与信心，有效的护理康复能影响患者的社会功能恢复。在做好优质护理的基础上，积极尝试符合

住院患者实际情况的康复措施，探索其他行之有效的方式以增进患者社会功能恢复不失为一种积极有益的探索>��。

八段锦健身气功是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之一，最早出现在西汉《导引图》中，大多学者认为最早出现在宋朝的《夷

坚志》中，自宋代流传至今已有千年历史，在明清时期得到了推广与传播。八段锦不同于现代健身，其动作简单易

学，舒缓大方，运动量适中，健身效果极佳，尤其适合慢性疾病患者学练>��。其健身功效无论在民间还是医界都得到

广泛认可接受，为大众喜爱的健身功法之一；大量文献研究证明，尤其对慢性躯体疾病的康复作用效果极佳。����年

起，国家体育总局将健身气功八段锦面向全国推广。八段锦功法流传至现代以来，通过对其功法的深入研究，发现长

期坚持科学练习对于改善人生理功能，增强心理素质，提高生存质量有独特的作用，练习同时还能感受中国传统健身

功法的博大精深。

在��多年的医疗护理工作中，观察发现很多精神分裂症患者反复住院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患者在出院后的社会功能

存在一定程度的缺陷，这是导致患者无法有效融入社会，生活质量差，成为患者病情复发的重要因素>��。在我院长期

住院的大多患者存在此现状。受到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方舱医院出现的八段锦运动启发，在深入了解该功法

后，决定在我院选择合适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在他们中做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以帮助恢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社会功能，

目的是帮助他们能更好地融入家庭社会，提升生活质量，降低疾病复发率。

二、资料与方法

（一）一般资料

收集����年�月�����年�月期间在院治疗的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例，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参考国际精神与行

为障碍分类,�����，��例精神分裂症患者病程平均在�年以上，平均年龄����岁，均为长期在我院接受住院治疗患者。

将��例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例和对照组��例。两组患者资料比较差异不明显，可以进行对比分析。

（二）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措施，给患者创造清洁、舒适、卫生、恒温的住院环境，每天保持房间通风消毒。定期进行

健康宣教，组织患者参加日常工娱活动。

观察组在与对照组一样常规护理措施的基础上增加了八段锦运动锻炼，具体安排：每周五天，每天上午��点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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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大专。研究方向：精神科康复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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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点各安排一次，由����年国家体育总局推广的八段锦健身功法锻炼，该八段锦功法共有�段，分别是双手托天理三

焦、左右开弓似射雕、调理脾胃须单举、五劳七伤向后瞧、摇头摆尾去心火、两手攀足固肾腰、攒拳怒目增力气和背

后七颠百病消。加上起式和收式每次练习��分钟；在护理工作人员带教下进行；周六周天休息。

测评工具采用个人和社会功能量表（363）进行评分，363有�个维度评估患者社会功能，分别是社会中有用的活

动，包括工作和学习；个人和社会关系；自我照料；干扰和攻击行为。采用�级评分，即无、轻度、中度、偏重、重

度、极重>��。在此基础上综合�个维度的评定结果，根据标准评估363总分。363的评定过程大概分成�步。

第一步，收集信息，做量表检查。

第二步，根据上述无极重的评分标准，将�a�个维度逐个评分。

第三步，根据这�个维度的评估结果、大致功能水平分层和363评分标准，确定一个总分等级。

第四步，再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和细节，在该等级范围的��分内调节。

以第一次测评结果为基线，分别于半年后、一年后复测，通过总分数据比较，与基线数据作对比分析。使用表格

如表�。

表1�个人和社会功能量表（PSP）

无 轻度 中度 偏重 重度 极重

社会中有用的活动

个人和社会关系

自我照料

干扰和攻击行为

三、结果

对两组患者在半年后个人和社会功能恢复情况使用363量表打分，综合�个维度的评定结果根据标准评估363总

分，观察组患者��例，��例在前三个维度：社会中有用的活动、个人和社会关系、自我照料的各自维度项目总分均较

对照组有了不同程度进步，�例在干扰和攻击行为维度有进步。

一年后，对照量表再次评估总分，��例在前三个维度总分较对照组有了进步，其中��例较半年前有进步，�例在

干扰和攻击行为项又有进步。观察组个人和社会功能恢复程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

四、讨论

精神分裂症患者在进入巩固和恢复期后，康复护理工作的重要性在于帮助患者恢复社会功能以为其回归社会做准

备。结合我院长期住院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较多，大多处于巩固恢复期间。基于采取有效的康复护理措施会否提升患

者社会功能恢复进度和质量设想，在此思路上增加了八段锦运动锻炼做有益的探索和尝试，旨在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

社会功能改善做有益的帮助。采用的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运动功法流传千年，祛病健身效果显著，且功法动作舒缓、

慢柔，简单易学，运动量适中，运动时间场地要求不高。通过一年来坚持锻炼八段锦健身气功结果证明，八段锦运动

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社会功能的恢复帮助作用效果显著。与该功法本身对全身机体的整体技能锻炼作用以及每次运动锻

炼时的康复护理要求相关，通过规范要求如集合、带教、站队列、互相观摩学习、增加人际互动等加强了患者间的接

触、交流也是帮助改善社会功能的助力原因>��。

五、结语

中华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运动对人体的保健作用经过千百年习练传承证明，该功法对慢性躯体疾病患者的全身脏

器、关节肌肉、神经系统有极佳的锻炼作用，功效显著，故被广大传承者喜爱。现代社会工作生活节奏加快，各种

价值观念的融合交流，加之社会环境等众多因素的影响。精神分裂症患者患病率已有逐渐增加趋势，该病致残率高，

需要全病程长程综合治疗及护理管理以达到全面康复效果；且该病受社会心理因素，如患者的病耻感及社会的接纳程

度等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回归家庭社会乃至疾病复发有直接影响。住院期间除了积极有效的综合治疗以达到稳定病情

外，帮助患者后期的各项功能尤其社会功能的恢复成为住院期间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而因地制宜的康复护理措

施能帮助患者恢复个人和社会功能，同时体现了康复护理的作用和价值。帮助患者建立工作生活信心，增进患者社会

功能；为患者回归社会作积极有益的准备；也是医院对患者在最大程度上起到的帮助责任。通过一年来的八段锦运动

锻炼证明，坚持该功法进行长期科学规律习练，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个人与社会功能康复有效。通过习练后的结果证

明，八段锦健身气功运动在精神分裂症患者治疗后期的康复护理工作中有极高的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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