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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视对不同住院时间精神病患者的影响

梁晶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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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了解家属在不同阶段探视住院精神病患者对其病情的影响$ 方法 将 +89 例精神病患者按病程分为入院初

期组 8! 例!病情稳定组 #+ 例!康复组 #: 例!采用护士用简明精神病量表对患者在家属探视前后进行测量!观察 7 组患者和各类

疾病患者探视前后该量表得分并进行比较$ 结果 对入院初期的精神分裂症%情感性障碍%复发性躁狂患者进行探视!患者的总

体病情变化和敌对激惹因子有显著性差异;!!"6"+ 或 !<"6"#=!而在病情稳定期除情感性障碍有变化外!对其他疾病以及康复期的

患者探视没有质的变化$ 结论 在患者入院初期不宜探视!在病情稳定期和康复期的探视也有必要限制$

!关键词" 精神病患者& 探视& 病情& 护士用简明精神病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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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精神病患者因其思维%行为异常的特殊性!给病

房的安全管理及患者治疗护理带来了较大的难题$
患者亲属或朋友因对其关心! 需要不定期的来院探

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患者病情的稳定性$笔者专

门对本院住院精神病患者在病情不同阶段接受家属

的探视后病情变化的特点进行探讨分析! 发现在患

者住院的不同阶段对患者探视! 会对其病情有较大

的影响$ 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 " ! #!" 选 取 本 院 !""7 年 +B: 月 住 院 患 者 共

+?A 例! 其中患者在住院期间有家属来院探视 + 次

以上者共 +89 例!其中男 9? 例!女 #! 例&年龄 +:#
:+"!?6A$+"6+’岁&病程在半年内 的 ?9 例!"6#W+ 年

7: 例!+W# 年 !8 例!# 年以上 +" 例& 首次住院患者

A! 例!第 ! 次住院患者 8? 例!住院 7 次及以上患者

!" 例$疾病分类)精神分裂症 +++ 例!情感性障碍 +7
例!复发性躁狂症 +8 例!慢性酒精中毒并精神障碍

++ 例$
! " $ ##$ 将家属自行来院探视的患者!按其疾病

的不同阶段分为 7 组!即患者入院不足 + 周时间!思

维%行为紊乱较入院前无明显改善!家属即来探视的

定为入院初期组&患者住院 + 周W! 个月!病情稳定

或基本稳定! 治疗药量增加和维持期间为病情稳定

组&已入院治疗 +6#W! 个月!药量逐步减少期间的为

康复组$ 其中入院初期组共 8! 例! 病情稳定组 #+
例!康复组 #: 例!7 组患者疾病分类见表 +$ 表 + 中

数据经行乘列 !! 检验!!!X+6!#!!X"6#7!无统计学意义$

! " % #%&’( "+’选用护士用简明精神病量表;,B
YR>SN共 !: 项=Z+ [进行病情总评价&"!’选用该量表的

*激惹敌对+因子分;由敌对性%猜疑%不合作%兴奋%
情绪高涨%幻觉性行为 : 个单项组成=进行敌对攻击

性专项评价$ 按 "W8 分评分法!两种评价分值越高!
表明症状越重$ 入院患者的量表分值均在患者入院

后 ! K 内由责任护士评定$ 除入院初期组外!病情稳

定组及康复组每一家属来院探视与患者见面之前!
均对患者进行量表评分! 患者探视结束后 ! K 内由

同一护士再给予评分!比较探视前后总分的变化情况$
! " & #)*+, 量表总分评定采用 @"2 表示!分值

差异采用 & 检验! 所有数据均采用 R\]SB! 统计软

件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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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A 组患者疾病分类情况!例"
慢性酒精

中毒并障碍

入院初期组 !9 8 # 8 8!
病情稳定组 8+ 8 7 7 #+
康复组 8+ # : 8 #:

!!!!!组别 精神分裂症 情感性障碍 复发性躁狂 合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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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可见!入院初期组$精神分裂症患者探视前

后分值经检验 !&!’($!")*+,#!有显 著 性 差 异%情 感

性 障 碍 患 者 探 视 前 后 分 值 比 较 !&%’!-!"),’,#!有

显著性差异% 复发性躁狂症患者探视前后分值比较

!&%’$.!"),+,#!有显著性差异& 病情稳定组$除情感

性障碍分值比较!有显著性差异外/!&%’-0!"),’,#1!
其余无显著性差异& 康复组$探视前后各类疾病患者

分值均无显著性差异&

! 讨论

" # $ %!"#$%&’()*+,-./01234
56789:./-; 精神病是一类思维与行为

异常的疾病! 这类患者都因自知力的缺损而多数不

承认自己有病! 因而亲人和朋友采取骗取或强制性

入院治疗的方式居多! 在心理上有较强的抵触反抗

心理& 同时精神病医院特殊的住院环境和身居陌生

的人群之中!加之作息制度不适应’饮食不习惯等多

种因素的影响! 患者的性格较发病前和入院前有较

大的改变2 ! 3& 而入院初期的患者思想情绪和病情尚

未稳定!这时只要有家属或朋友来探视!患者便会一

味地闹出院!心理发生较大的变化&在对入院初期组

病例的观察中!家属’朋友探视后量表的分值就会比

原来升高!且有显著性差异/!&%’-45"!*+*$6!造成患

者连续几个晚上失眠!影响治疗效果&在病情稳定组

和康复组病例中! 由于患者的自知力在逐步恢复和

大部分恢复!且已适应了住院环境!能以比较好的心

理状态接受家属或朋友的探视!情绪相对稳定!虽少

数患者有波动!但复原得很快&因情感性障碍患者在

稳定期仍不稳定!故病情稳定期仍不宜探视&
" & ’ %<=>?678@./?A*BC;D9E3
FGHIJ’KLMN 治疗初期! 患者所用的药

物剂量尚在逐渐加量过程中! 精神症状尚未得以控

制! 对入院前有被害妄想’ 关系妄想和幻听等的患

者!这时若有刺激源出现!就会诱发其潜在的冲动!
患者将再度出现所谓的 (自卫) 伤人行为或逃跑行

为!或者出现以喊叫’辱骂等方式威胁医护人员或同

房患者的敌对性激惹行为!影响病房的安全管理&在

入院初期组中!患者的敌对激惹情绪较大!在家属探

视后平均分值比探视前增加 7"!,+,#6! 无法调整心

态!同时也不能与家属进行有效的交谈!反而引起患

者不安心住院!不配合治疗& 因此!对于刚住院治疗

的患者!医护人员应将过早探视的后果清楚告诉家属&
" & " %OP*Q/?67RSTUVWX?YZ[
\]./?-;^_ 对住院精神病患者虽然在各

个阶段探视都会给患者以一定的情绪影响! 除了在

入院初期对患者不宜进行探视外! 对多数病情稳定

和康复期的患者在征得医护人员同意的情况下仍可

进行有限度的探视& 精神病患者住院治疗的时间比

较长!多数患者在自知力逐渐恢复的情况下!比较渴

望了解社会’家庭’亲友的信息 2 % 3!所以良性的信息

沟通!也有利于患者的康复&医护人员应注意提醒探

视者!对患者的康复情况了解’对患者有刺激的话题

和患者入院前的病情表现等应避免谈及! 同时探视

的时间也不宜长!一般不超过半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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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 ! 中$ 入院初期组探视前后护士用简明精神

病量表和敌对激惹因子得分比较!" 均),+,$! 有显

著性差异%而病情稳定组’康复组 探视前后的护士

用简明精神病量表得分和敌对激惹因子得分比较!

" 均=,+,#!无显著性差异&
’ & ’ %‘ab-./67cdVefgh+,-i
jklmnZo "

$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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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组患者护士用简明精神病量表和敌对激惹因子得分比较"!!"#
护士用简明精神病量表 敌对激惹因子

探视前 探视后 探视前 探视后

入院初期组 (! #.+4"0+. --+%"0+- %+-4 ),+,$ %!+%"$!+% %-+$"$%+4 !+4! ),+,#
病情稳定组 #$ (,+(".+- (%+#"-+4 !+,$ =,+,# !%+-"-+0 !(+4".+4 $+#( =,+,#
康复组 #- %!+-"(+0 %%+0"#+. $+$, =,+,# $!+("%+0 $%+#"(+. ,+40 =,+,#

!!!!组别 # !!!!!!!! " !!!!!!!! "

表 ! 各类疾病探视前后护士用简明精神病量表结果比较

精神分裂症 情感性障碍 复发性躁狂 慢性酒精中毒并障碍

探视前 探视后 探视前 探视后 探视前 探视后 探视前 探视后

入院初期组 (! -,+-"4+4 -#+4"$$+(> -(+-"$,+# -0+$"$$+!> #0+0"$!+( -$+!"$,+-> ##+-"4+% #.+4"$$+0
病情稳定组 #$ %.+$"0+0 (,+-"4+- %#+$"#+( %.+4".+4> %0+("0+- %4+!".+4 ($+("-+4 (%+."0+(
康复组 #- !(+."-+4 !#+$"0+$ !0+."4+$ !4+("0+0 !$+#"#+% !!+("-+$ $4+%"(+$ !$+$"#+0

注$>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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