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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精神病患者临床及康复治疗现状分析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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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调查海南省精神病患者临床及康复治疗的现状。 方法 选取2015年4~9月期间在海南省四

家精神病专科医院住院治疗的400例精神病患者，采用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法完成问卷调查。结果 收回完整调

查问卷共378份，84.7% (320/378)的精神病患者以药物治疗为主，53.4% (202/378)的患者住院治疗一段时间后回家

吃药治疗，64.0% (242/378)的患者未接受过康复治疗，87.8% (332/378)的患者乐意接受康复治疗。结论 海南省针

对精神病患者的治疗方式及治疗模式单一，需要完善精神疾病的临床及康复治疗体系，提高患者的社会和认知功

能，让他们真正回归家庭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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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疾病主要是以行为异常、情感不协调、思维

絮乱等特征的疾病。对精神病患者进行康复训练治

疗，将极大的利于改善精神病患者的社会功能和认知

功能，最终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1]。据估算，海南省15

岁及以上人群精神障碍总患病人数将突破百万，其中

重性精神障碍患者接近20万，精神障碍已成为海南省

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及突出社会问题。为了解海南省

精神病患者临床及康复治疗的现状，特对海南省 4家

精神病专科医院(海南省安宁医院、海南省平山医院、

海南省农垦那大医院、文昌市精神病医院)的精神病患

者进行调查，现将调查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5年 4~9月期间在海南

省四家精神病专科医院住院治疗的400例精神病患者

为调查对象。所有参与问卷调查的患者知情同意。

纳入标准：(1)疾病诊断符合CCMD-3诊断标准；(2)能

阅读和理解问卷内容。排除标准：(1)有冲动行为且家

属不在旁陪同。对于有冲动行为的患者，可以由其陪

同的符合纳入标准的家属完成问卷。

1.2 调查内容和方法 本研究采用自行设计的

问卷，对 4家精神病专科医院的精神病患者进行匿名

调查。问卷参照Morning side康复状态量表(MRSS)、

社会功能缺陷筛选量表(SDSS)、生活质量评定量表进

行设计和编写，经课题小组讨论，拟定条目，再通过查

找文献和预调查最终修订而成。内容包括：①海南省

精神病专科医院患者的精神疾病类型；②海南省精神

病患者临床治疗的现状，包括治疗方法和治疗模式；

③精神病患者患病后对其生活质量的影响，包括个人

生活自理、家庭活动、社交娱乐、工作学习；④精神病

患者对康复治疗的了解及接受度；⑤精神病患者的康

复期望。

1.3 质量控制 正式调查前严格审查问卷，培

训调查人员；回收问卷后严格检查，剔除无效问卷。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 for windows17.0

软件进行统计。

2 结 果

2.1 基本情况 发放问卷400份，回收378份，回

收率94.5%。回收的问卷均有效。

2.2 患者的精神疾病类型 在精神疾病类型方

面，精神分裂症、情感性精神障碍、精神发育迟滞所致

精神病、偏执型精神疾病、其他精神疾病分别占62.4%

(236/378)、13.0% (49/378)、2.1% (8/378)、4.8%(18/378)、

17.7% (67/378)。

2.3 临床治疗现状 在治疗方法方面，药物治

疗、听音乐及唱歌活动治疗、参加娱乐及体育活动治

疗、心理疏导治疗、其他治疗分别占 84.7% (320/378)、

33.9% (128/378)、23.5% (89/378)、24.1% (91/378)、3.7%

(14/378)。在治疗模式方面，一直住院治疗、住院治疗

一段时间后回家吃药治疗、住院治疗一段时间后回社

区治疗、住院治疗一段时间后回家不接受任何治疗、

其他治疗分别占 36.0% (136/378)、53.4% (202/378)、

0.8% (3/378)、7.9% (30/378)、1.9% (7/378)。

2.4 精神病患者患病后对生活质量的影响 在

个人生活自理方面，无影响、有影响分别占 44.2%

(167/378)、55.8%(211/378)。在家庭活动方面，无影响、

有影响分别占 28.3% (107/378)、71.7% (271/378)。在

社交娱乐方面，无影响、有影响分别占18.8% (71/378)、

81.2% (307/378)。在工作学习方面，无影响、有影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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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占24.6% (93/378)、75.4% (285/378)。

2.5 精神病患者对康复治疗的了解及接受度 在

对康复治疗的了解方面，有听说且接受过康复治疗、有

听过但没有接受过康复治疗、没听说过康复治疗分别

占 36.0% (136/378)、19.0% (72/378)、45.0% (170/378)。

在对康复治疗的接受度方面，乐意接受、不乐意接受

分别占87.8% (332/378)、12.2% (46/378)。

2.6 精神病患者的康复期望 在康复期望方面，

希望能够达到个人生活自理、希望能够积极主动和他

人交往、希望可以参加家庭活动及履行家庭义务、希

望能够正常学习工作、希望可以参加社会娱乐活动分别

占31.2% (118/378)、25.1% (95/378)、34.4%% (130/378)、

43.7% (165/378)、25.4% (96/378)。

3 讨 论

3.1 精神疾病类型 本次调查显示，患者的精

神疾病类型以精神分裂症为主。这可能与社会转型、

就业压力、竞争加剧、心理失衡有关，随着社会经济的

不断发展，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社会竞争的加剧，不

少人的心理问题不能得到及时的调节和医治。

3.2 临床治疗现状

3.2.1 药物治疗为主，治疗方法不全 本次调查

显示，海南省 4家精神病专科医院对于精神疾病的治

疗主要以药物治疗为主，治疗方式单一。这可能与海

南省精神卫生工作起步晚、基础差、精神科执业医师

匮乏、精神病治疗体系不健全有关。

3.2.2 治疗模式单一，社区精神病康复空白 本

次调查显示，大多数精神病患者以长期住院治疗和住

院一段时间后回家吃药治疗为主。这可能与单纯的

接受药物治疗疗效差以及缺乏社区康复机构有关。

精神疾病复发率及致残率高，单纯的药物治疗无法达

到让患者真正回归家庭和社会的目的，很多患者出院

后病情反复，肇事肇祸，因此长期被关在家里，而长期

的环境限制又增加了病情的复发率，患者不得已又回

到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海南省尚未成立一家精神疾

病患者社区康复医院或康复基地，患者的诊疗与康复

之间的链条严重脱节，患者常陷于“住院-出院-再住

院”的恶性循环中[2]。

3.3 精神病患者患病后对生活质量的影响 本

次调查显示，精神病患者患病后对参加家庭活动、社

交娱乐、日常工作学习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这可能与

家庭成员、社会人群对精神疾病的了解不够深入以及

接纳度低有关。海南省精神病卫生工作起步晚，精神

疾病的健康宣教和知识普及不到位，人们对精神病患

者存在偏见和歧视，精神病患者出院后无法得到家

属、朋友、邻居的认同和接纳，就业和再就业问题上遭

受到用人单位的歧视和拒绝接收，从而致使患者不能

真正的回归家庭和社会。

3.4 精神病患者对康复治疗的需求大 本次调

查显示，绝大多数精神病患者愿意接受康复治疗，但

只有小部分患者接受过康复治疗。这可能与海南省

精神疾病的康复治疗发展滞后有关。目前省内就安

宁医院和平山医院已开展精神病的康复治疗，但康复

治疗项目不全、缺乏系统性和规范性。国际上常用的

精神病康复治疗技术有四种，分别为引导教育治疗、

行为训练治疗、作业治疗、艺术行为治疗[3]。

3.5 精神病患者的康复期望主要是回归家庭和

参加工作 本次调查显示，大多数精神病患者的康复

期望是可以参加家庭活动，履行家庭义务以及能够正

常学习工作。这可能与患病人群的好发年龄段以及

承担的家庭、社会责任有关。通过分析数据发现，本

次调查的精神病患者年龄段主要集中在18～50岁，男

性：女性≈2：1，他们有的曾经是家庭的顶梁柱，有的

是单位的骨干，有的能独立养活自己，患病后，他们无

法正常生活和工作，需要家人、朋友的照顾以及经济

上的支持。

4 建 议

针对本次的问卷调查以及海南省精神病患者的

临床及康复治疗现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①加强对患

者及社会人群关于精神疾病的健康宣教和知识普及

工作；②培养及引进精神科和康复方面的技术人才，

完善精神疾病治疗体系；③以精神病专科医院或综合

医院为依托，发展社区康复机构，填补社区康复空白。

总之，海南省精神疾病卫生服务资源短缺，治疗

方式及治疗模式单一，患者病情反复。而临床及康复

治疗是精神病治疗体系不可缺少的部分，是改善精神

病患者社会适应力的重要手段和途径[4]。因此应尽早

完善精神疾病治疗体系，帮助精神病患者真正回归家

庭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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