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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治疗在精神疾病患者康复期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李� 敏*� 曹新征

潍坊市精神卫生中心，山东� 262400

摘� 要：目的：分析对处在康复期内的精神疾病患者通过开展心理治疗的临床效果。方法：抽取����年�

月～����年��月本院��例康复期精神疾病患者，并依据治疗差异性分组，对照组维持原有的药物治疗以及康复训

练，同期观察组增加心理治疗，比较�组的疾病康复效果。结果：观察组的疾病康复总有效率为�����％，对照组为

�����％，且��������；�组入院时666,、6(6、6��6量表评分对比中��������；治疗后观察组的666,、6(6、6��6量表

评分降幅均大于对照组，且��������。结论：针对康复期内精神疾病患者开展心理治疗可显著提升疗效，且有助于改

善患者的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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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7R�D�DO�]H�WKH�FOL�LFDO� HIIHFW�RI�SV�FKRWKHUDS��R��SDWLH�WV�ZLWK�PH�WDO� LOO�HVV�L��UHKDELOLWDWLR��

SHULRG��Method:����SDWLH�WV�ZLWK�PH�WDO�LOO�HVV�L��UHKDELOLWDWLR��SHULRG�L��RXU�KRVSLWDO�IURP�-X�H������WR�2FWREHU������ZHUH�

selected�and�divided�into�groups�according�to�treatment�di�erences.�The�control�group�maintained�the�original�drug�treatment�

D�G�UHKDELOLWDWLR��WUDL�L�J��D�G�WKH�REVHUYDWLR��JURXS�DGGHG�SV�FKRORJLFDO�WUHDWPH�W�DW�WKH�VDPH�WLPH��7KH�GLVHDVH�UHKDELOLWDWLR��

HIIHFW�RI� WKH� WZR�JURXSV�ZDV�FRPSDUHG��Result:�7KH�WRWDO�HIIHFWLYH�UDWH�RI�GLVHDVH�UHKDELOLWDWLR�� L��WKH�REVHUYDWLR��JURXS�

ZDV������％��ZKLFK�ZDV������％�L��WKH�FR�WURO�JURXS��D�G�����������WKH�VFRUHV�RI�666,��6(6�D�G�6��6�L��WKH�WZR�JURXSV�DW�

DGPLVVLR��ZHUH�����������DIWHU�WUHDWPH�W��WKH�VFRUHV�RI�666,��6(6�D�G�6��6�L��WKH�REVHUYDWLR��JURXS�GHFUHDVHG�PRUH� WKD��

WKRVH� L�� WKH�FR�WURO�JURXS��D�G�����������Conclusion:�3V�FKRWKHUDS��IRU�SDWLH�WV�ZLWK�PH�WDO� LOO�HVV�GXUL�J�UHKDELOLWDWLR��

period�can�signi�cantly�improve�the�curative�e�ect,�and�help�to�improve�the�social�function�of�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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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精神疾病是指在各类社会、环境、生物学和心理学等相关因素共同作用下，使得患者大脑功能发生失调，从而造

成认知、行为、情感以及意志等方面精神活动出现障碍的临床疾病>��。该疾病的病程迁延且根治难度高，同时具有高

复发率和高致残率，使得患者出现显著的社会功能缺陷，也给其家庭及社会带来了较大的精神和经济负担，所以探索

精神疾病患者的有效治疗措施来促进其康复，并帮助患者早日回归社会至关重要>��。进入康复期患者相关方面能力均

得到明显改善，然而患者的心理问题较为严重，这也对患者的疾病康复以及早日回归社会等产生较大影响，为此做好

患者康复期内的积极治疗和干预至关重要。以下将分析对于康复期精神疾病患者通过开展心理治疗的临床价值。

二、资料以及方法

（一）临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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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精神科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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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取����年�月～����年��月本院��例康复期精神疾病患者，依据治疗差异性分组，即观察组：��例，男�女：

�����，年龄��～��岁，均值为（��������）岁，精神疾病病程�个月～�年，均值（�������）年。对照组：��例，男�

女：�����，年龄��～��岁，均值为（��������）岁，精神疾病病程�个月～�年，均值（�������）年。�组临床资料对

比��������。

（二）方法

对照组患者仍维持原有的药物治疗以及康复训练等；同期观察组在疾病康复期运用心理治疗，具体如下。

���准备阶段

在心理治疗前需要对患者的相关疾病资料以及社会资料等进行全面收集与整理。例如，疾病的诱发因素、家庭社

会背景、婚姻恋爱时、工作能力、性格特点以及人际环境关系和患病前的学习状况的。

���治疗阶段

治疗过程中需要选择安静的环境，使患者和医生保持独处，并进行相应的心理沟通与治疗。在此过程中需要鼓励

并引导患者倾诉想法，从而理解患者内心存在的问题，给予患者耐心的聆听并尽快取得其信任。在此基础上对患者存

在的相关心理问题帮助分析并给予解释，同时协助与患者共同探寻心理问题的病因所在，帮助其纠正错误认知。同时

对于患者的相关问题进行帮助和解决，通过沟通使患者能够意识到该疾病具有较高复发率的原因，同时长期坚持服用

药物治疗的重要性，帮助患者逐步消除存在的病耻感，并提升其用药依从性，使患者能够意识到自身存在的认知缺陷

是造成不善交往和不积极主动的重要原因，从而鼓励患者主动积极地参与各类学习与实践。

���巩固阶段

与患者进行反复的沟通，并给予积极的心理认知治疗。尤其是针对存在病情反复情况的患者，需要耐心详细地对

其心理状况和问题进行分析，帮助患者纠正存在的错误认知，同时鼓励患者积极参与到自我锻炼中，从而巩固其恢复

阶段的治疗效果。

���时间安排

患者每周需进行�次的心理治疗，每次时间为�小时，同时结合患者的实际情况可适当延长心理治疗时间。�组患

者共计治疗��周后评价疗效。

（三）评价标准

���应用简明精神疾病评估表（�356）对患者康复效果进行评估，显效：即患者的�356评分下降�≥���％，同时

�356评分�����分；有效：即患者的�356评分下降��％～��％；无效：即患者的�356评分下降不足��％。

���分别应用666,社会功能量表、6(6自尊量表以及6��6自我和谐量表对于患者治疗前与治疗后��周的疾病康复

情况进行评估>��。

（四）统计学方法

涉及数据以6366����分析，数据标准差以（ � �± ）描述，组间数据�、χ��检验，��������即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三、结果

（一）康复效果对比

观察组的疾病康复总有效率为�����％，对照组为�����％，且��������。具体数值详见表�。

表1� 2组康复效果对比[�（％）]

分组 �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34 19（55.88） 14（41.18） 1（2.94） 33（97.06）

对照组 34 13（38.24） 16（47.06） 5（14.71） 29（85.29）

χ�2 5.309 1.062 4.228 4.228

� 0.016 0.295 0.021 0.021

（二）666,、6(6、6��6量表评分对比

�组入院时666,、6(6、6��6量表评分对比中��������；治疗后观察组的666,、6(6、6��6量表评分降幅均大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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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组，且��������。具体数值详见表�。

表2� 2组SSS、SES、SCCS量表评分对比（ � ���，分）

组别 例数
SSSI SES SCCS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34 14.16�4.03 11.16�2.06 19.69�5.24 23.69�6.18 97.26�16.18 87.26�11.18

对照组 34 14.09�4.15 14.06�4.13 20.03�5.19 19.95�5.24 96.59�17.18 99.26�10.89

� 0.829 5.318 1.083 6.308 0.528 8.305

� 0.229 0.016 0.229 0.010 0.196 0.001

四、讨论

精神疾病又称精神病，是指在各种生物学、心理学以及社会环境因素影响下，大脑功能失调，导致认知、情感、

意志和行为等精神活动出现不同程度障碍为临床表现的疾病。心理学家认为矛盾、危机、紧张和创伤可能会导致精神

疾病，特别是在一个容易受伤的人身上。例如，一个目睹父母亲杀人的小孩可能会发展出沮丧和紧张的情绪，甚至得

到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精神疾病患者处于急性期，主要表现为人格崩溃、知觉障碍以及思维障碍等，并且依赖药

物治疗>��。当进入到康复阶段患者的思维障碍明显缓解，并且情感反应也比较协调，处于该阶段适合给予患者心理治

疗，这也有利于患者心理重建，通过应用心理治疗，能够帮助缓解并预防患者的精神和认知功能衰退，同时有利于提

升其适应能力及社会生活能力>��。近年来，诸多国内外研究通过应用心理治疗来帮助改善精神疾病患者的认知功能以及

社会功能>��，如有国内研究中发现>��，应用人际心理治疗能够帮助提升处于恢复期精神疾病患者的依从性和社会功能。

另有研究发现>��，运用心理干预能够提高此类患者的疾病康复效果，特别是在常规药物基础上能够进一步提升临

床疗效，对于改善患者认知功能以及社会功能等均具有重要意义。在本次研究中，对于康复期的精神疾病患者应用心

理治疗与同期单纯应用药物治疗和康复训练的对照组相比，结果提示患者的整体康复效果得到显著提升。笔者在实际

的临床工作中通过观察发现许多的精神疾病患者，受到社会心理因素、疾病因素和药物因素的综合影响，使得患病之

后具有不同程度的被动治疗情况。如表现为回避和退缩的，行为缺乏良好的积极性以及主动性，大部分患者都处在被

动接受的状态下，并且在进入治疗阶段后往往显得无所适从，患者治疗过程中参与度相对较差，这也对患者的疾病康

复效果以及社会功能提升等产生较大影响>��。通过运用心理治疗，能够加强患者的心理疏导，在治疗过程中可针对性

地避免上述问题。例如，在心理治疗之前预先设计相应的治疗思路，在治疗过程中带领患者不断地完成自我探索，帮

助其解决存在的精神和心理问题>���。

本次研究中发现，观察组患者经治疗6(6得分改善情况好于对照组。提示，运用科学的心理治疗，能够帮助提升

精神疾病患者治疗期间的自尊水平。并且观察组经治疗后666,与6��6得分的改善效果好于对照组。这表明，通过开

展心理治疗能够帮助改善精神疾病患者社会功能以及自我和谐能力，具有良好且持久的治疗效果。因此，在康复期精

神疾病患者的治疗中运用心理治疗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

综上所述，针对康复期内精神疾病患者开展心理治疗可显著提升疗效，且有助于改善患者的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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