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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是最常见的重性精神疾病，与正

常人相比，精神分裂症患者往往会出现明显生命

质量低下的状况．目前，生命质量已经逐渐成为

评价精神分裂症患者预后结局的重要指标，临床

医师在积极控制精神症状、降低复发率的同时，

对如何提高患者的生命质量也更加关注．研究入

院时精神分裂症患者生命质量的各种相关因素，

有利于人为干预各种相关因素而促进患者生命质

量提升．该研究选择近年来研究较热门的相关因

素作为研究对象，希望能帮助临床医师在患者入

院时即制定针对性较强的旨在提高患者生命质量

的措施．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病例选择：对象来自 2010 年 1 月至 2011 年 5

月在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精神科住院治疗的精神

分裂症患者，经统一培训的精神科医师筛选符合

研究标准的患者，根据住院号随机选取相应病例

作为研究对象．调查前向患者和照料者说明研究

的目的和意义，取得其同意和合作．共入选 126

例，入组标准为： （1） 对象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

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 （DSM-Ⅳ） 精神分裂症诊断

标准[1]； （2） 年龄在 16～60 岁之间； （3） 排外

合并其他严重疾病的患者．

1.2 方法

采用自编一般情况调查表，了解患者年龄、

性别、婚姻状况、收入、文化程度、工作状况．

采用世界卫生组织生命质量测定量表简表

（WHO Quality of Life Scale-26，WHOQOL-BREF）

对患者入院时的生命质量进行评估；采用精神病

阳 性 和 阴 性 症 状 量 表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PANSS） 对患者入院时的精神症状

严重程度做评估；采用副反应量表 （treatment

emergent symptom scale，TESS） 对患者入院时的药

物副反应做评估．

1.3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输入计算机并建立数据库，使用

SPSS 统计学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以精神分裂症

患者入院时生命质量评分总分为应变量，对拟选

的 8 个因素 （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

收入、工作状况、TESS 总分、PANSS 总分），采

用多元线性回归进行自变量筛选，用单因素方差

分析和逐步线性回归分析方法来分析精神分裂症

患者入院时生命质量相关因素．

2 结果

多元线性回归采用 Stepwise 法筛选变量，以

＝0.05 为进入水准， ＝0.10 为剔除水准，在年

龄、性别、收入、药物副反应评分 （TESS）、精神

病症状评分 （PANSS） 等 8 个因素中，共入围两

个，最终变量 TESS 总分与 PANSS 总分进入模型

（ ＝0.002，0.011），见表 1．即生命质量与 TESS

总分、PANSS 总分的相关性具有意义，两者均呈

负相关，提示药物副反应越大、精神病症状越重，

则精神分裂症患者入院时的生命质量越差．它与

一般情况中的性别、年龄、居住地、收入状况等

无明显关联性．

3 讨论

既往研究显示，影响精神分裂症患者生命质量

的因素很多且较为复杂．本研究所选样本中，患

者婚姻状况、年龄、文化程度、收入与患者的生



表 1 精神分裂症患者入院时生命质量相关因素

模 型 B 值 Std. Error β 值 值

常数项 97.166 7.565 - 12.844 0.000

入院 TESS 总分 -3.414 1.083 -0.243 -3.154 0.002

入院 PANSS 总分 -0.234 0.090 -0.200 -2.590 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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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质量状况评分，并无明显关联，这与大多数学

者的研究报道一致[2]．

大量的研究证明，精神分裂症患者在使用抗

精神病药物治疗的过程中，药物副反应可能会导

致患者严重的躯体和心理损伤[3]．总的说来，具有

明显药物副作用的患者，往往在生命质量状况上

比没有药物副作用及药物副作用较小的患者要

低．要想提高患者生命质量状况，我们就必须重

视药物副作用，在保证疗效的同时，尽量将药物

副反应降到最低.

大部分精神分裂症患者因精神症状复发或波

动而入院治疗，其生命质量与临床精神病症状息

息相关，临床评估精神病症状较轻的患者，其生

命质量较好，而精神病症状较重的患者，往往具

备较差的生命质量[4，5]．因此，PANSS 评分与患者

生命质量状况密切相关，临床上，笔者提高精神

分裂症患者生命质量最本质和直接的手段，就是

控制其精神病性症状，缓解精神症状对患者造成

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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