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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日常护理
叶佳 （上海市嘉定区精神卫生中心，上海 201800）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常见重性精神疾病，病因尚

未完全明确。从遗传角度上，倾向于多基因遗传；

从神经生化角度上，有多种假说，如多巴胺功能亢

进等；还有环境、心理等影响因素。精神分裂症多

起病于青壮年期，常在思维、情感、行为等重要方

面有障碍，如被害妄想、幻听、幻视、情感不协调、

行为紊乱等，一般不表现出智能方面的障碍。大部

分患者处于疾病严重阶段时，对疾病没有任何自知

力，否认自己患病。所以，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护

理显得尤为重要。

精神分裂症的前兆有哪些

性格改变

原本温和沉静的人突然变得蛮不讲理，常为微

不足道的小事发脾气；对周围的人和事起疑心，如

见到别人讲话，会认为在议论自己。

行为动作异常

精神分裂症患者早期会出现一些异常行为，如

对空叫骂或喃喃自语，甚至还会做出一些莫名其妙

的动作，让人难以理解。

情绪反常

患者总会无缘无故笑起来，对周围亲朋好友爱

理不理，对别人没有任何关心，也不理会别人对他

的关心。

精神分裂症的症状

精神分裂症的症状主要有思维障碍、情感障碍

和意志行为减退。

思维障碍

特点是患者在意识清楚的情况下，思维联想散

漫或分裂，缺乏具体性和现实性，最典型的表现为

破裂性思维。如患者的言语或者书写的语句，在文

法结构虽然无异常，但语句、概念或上下文之间缺

乏联系，失去中心思想，思维逻辑混乱。

情感障碍

主要以情感迟钝淡漠为主，比如对亲朋好友的

关怀无动于衷，对周围事物漠不关心，反应变得迟

钝，对生活学习的要求减退，缺乏兴趣爱好。

意志行为减退

表现为行为懒散，活动减少，缺乏主动性行为，

被动退缩，不主动与人来往，对学习生活和劳动缺

乏积极性和主动性；严重时，患者行为极为被动，

终日卧床或闭门不出，无所事事。

对于精神分裂症的患者，一般采取抗精神病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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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治疗。但在进行药物治疗时，应系统而规范，强

调足量足疗程。

治疗期间护理要点

（1）要和精神分裂症患者建立良好的关系。

主动关心、尊重、接受患者，帮助其了解疾病，坚

定治疗信心；对其提出的合理要求适当满足，不要

发生争执、对抗；耐心与患者进行交谈，并进行约定，

约束其偏激行为。

（2）家属应该主动承担起监护责任，及时带

患者就医，根据医嘱监督其按时服药；建立医患联

盟，与医生保持密切联系，有任何突发状况都应及

时与医生取得联系。

（3）鼓励患者自行料理日常生活。对于一些

无法自我完成的患者，可以从旁进行协助。注意检

查患者的饮食起居状况，帮助其保持卫生。

（4）每日测量记录患者的体温、心率、血压、

呼吸频率、睡眠、饮食和大小便情况。

（5）鼓励患者参加基础社会生活，如从事一

些简单的社会活动，帮助恢复社会功能。

（6）对患者因精神异常出现不食或暴食的行

为予以纠正，合理安排就餐时间。如果患者长期拒

食，需要对其补液和补充营养的支持治疗。

（7）对于有自杀倾向的患者，家属要有防范

意识，锁好门窗，不要放置任何可能让患者受伤

的物品，同时让患者的活动范围控制在可监视的

范围内。

（8）部分患者拒绝服药，可采用口服口崩片、

肌肉注射抗精神病药物、电休克治疗，或口服长效

抗精神病药物。

（9）部分患者不好好吃药，可能含在嘴里不

咽下去，或者直接吐掉。此时，家人一定要监督患

者吃药全过程，保证药物完全吞下。

（10）妄想和幻觉是精神分裂症的常见症状，

患者对相关内容坚信不疑，容易有出走及危害社会、

他人或者自己的行为，此时要严加看管，防止其单

独外出。

（11）定期开展科普知识讲座，让患者了解精

神分裂症的病因、症状，熟悉抗精神病药物的作用，

识别一些常见的药物不良反应及相应处理的方法；

同时开展文娱、工疗活动，提高患者的生活和工作

能力，防止发生精神衰退。

精神分裂症康复后护理措施

（1）患者获得临床治愈后，一定要遵医嘱保

证每日足量、足疗程的服药，这是控制病情复发的

关键，家属也必须在旁边监督。

（2）定期带患者到医院进行复查，定期向医

生汇报患者一段时间以来的行为状态。

（3）规律生活，包括饮食规律、清淡、健康，

睡眠时间充足。

（4）要求患者多与他人沟通，尽量融入社会，

多接触一些开心快乐的事情，这对于稳定病情很有

帮助。

（5）适当进行锻炼，一方面能提高患者的身

体素质，另一方面可保持身心健康。

（6）家属要时刻关注患者的生活日常，协助

其处理日常事务，尽量满足患者的合理要求，同时

不要发生争执。 

（7）生活空间尽量宽松一点，因为让患者独

处于狭窄的空间有可能导致精神分裂症复发。

（8）多关注患者的行为模式、思维方式和情

绪变化，如果出现异常一定要立刻和医生进行交流，

看是否需要再次入院行治疗。

（9）家人和社会应该正视康复后的精神分裂

患者，不要歧视，促进患者的精神康复。

（10）定期让患者参加心理健康教育的课程，

家人可以共同学习、探讨，让患者充分认识到这种

疾病的发作规律和预防办法，有效避免刺激疾病复

发的因素，建立正常、积极的心理。

综上所述，家属和社会需要对精神分裂症患者

给予足够的关爱与尊重，帮助其努力融入正常的生

活中。对于一些急性期的患者，大家也需要做好自

我保护工作，防止受到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