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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子女心理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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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子女的心理健康状况，为促进重点人群精神健康提供参考依据。方 

法 选取128例湖南省湘潭市五医院住院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子女为研究组，130例健康家庭子女为对照 

组，采取一般情况调查表和症状自评量表(SCL一90)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与健康家庭子女相比，重性精神疾 

病患者子女除强迫症状、人际敏感、偏执 、敌对和精神病性因子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外，其他各因 

子分均高于正常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0．01)。两组受教育程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4)。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子女的文盲构成比高达8．59％，相对较高，而大专文化以上构成比又相对较低，只 

有3．91％，两组初中文化程度构成比基本接近分别为 39．06％、39．23％。结论 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子女心理 

健康问题较突出，其受教育程度也较低，相关部门和社会应予以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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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children of patients with severe mental disorder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ocus groups of mental health．Methods 128 eases of children of patients with severe mental disorders 

were selected as study group，with 130 cases of children in normal family compared．They were surveyed by general situation ques— 

tionnaire and Symptom Checklist 90(SCL一90)．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except for rating scores of obsessive 

— compulsive symptom，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paranoia，hostility and psychoticism factors，the scores of all other factors in 

SCL一90 of children in study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normal group(P<0．05 or 0．01)．The level of their education h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4)．The illiteracy ratio of children in study group was relatively high which reached 8．59％ ，while 

the ratio of children in study group who have got the college degree and above was relatively low which counts only 3．91％ ．The 

constituent ratio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education level in both groups was 39．06％，39．23％ respectively which approximates 

each other．Conclusion The children of patients with severe mental disorders have obvious psychological problems，and they have 

lower educational leve1．Department concerned even the whole society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m． 

【Key words】 The children of patients with severe mental disorders Mental health Educational level Cross—sectional 

investigation 

重性精神疾病是危害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常见 

的精神疾病，此类患者多具有病程迁延、反复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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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征，严重影响其社会功能。社会对该类疾病 

患者有回避和歧视等负性态度，往往给家属造成 

严重心理负担 。众多因素影响着重性精神疾病 

患者子女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其社会功能也会受 

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国内有关文献报道提示，精 

神分裂症子女与健康人群子女之间心理健康存在 

明显的差异_2 J，也存在行为问题_3 J。但对重性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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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疾病患者子女的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国内鲜见 

报道。为此，本研究对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子女的 

心理状况进行了相关调查和分析，以了解他们的 

心理特点。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研究组人组标准：①2011年 4月 一 

2013年4月在湖南省湘潭市五医院住院的精神分 

裂症、双相情感障碍等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且符合 

《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hi- 

nese Classification and Diagnostic Criteria of Mental 

Disorders，third edition，CCMD一3)的诊断标准，病 

程大于 3年的患者子女；②年龄 16—45岁；③与 

患者生活时间2年以上；④排除重大器质性疾病 

及其他精神疾病；⑤自愿参与调查并签署知情同 

意书。入组患者子女共 128例，其中男性 63例 

(49．22％)，平均年龄(31．21-／-7．34)岁，女性 65 

例(50．78％)，平均年龄(34．60-I-3．46)岁。对照 

组入组标准：①来源于湘潭市的正常健康家庭(两 

系三代均无精神疾病)子女；②年龄 16～45岁；③ 

排除重大器质性疾病及精神疾病；④自愿签定知 

情同意书。共人组 130例，其中男性65例，平均 

年龄 (32．72 4-5．19)岁，女性 65例，平均年龄 

(33．10±4．24)岁。共发放问卷 328份，回收258 

份，问卷回收率79％。 

1．2 调查工具 ①自制一般隋况调查表，内容包括 

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有无精神疾病亲属等；②症状 

205 

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list 90，SCL一9o) ，共有 

90个项目，：有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 

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 9个症状因子， 

根据严重程度按 1～5级评分，之后将得分归纳为 9 

个因子分作为心理健康水平的评价指标。该量表在 

正常人群中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 

1．3 调查方法 由经统一培训过的精神科主治以 

上医师对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子女和健康家庭子女进 

行统一调查，测试时使用统一的指导语，并要求按照 

问卷中内容如实填写。问卷质量控制：①答题时间 

控制在半个小时以内，同时不能短于15分钟，②对于 

即使有一项未答或是有涂抹三处以上的均做无效卷 

处理，③测试时对于不能理解的条目，医师可以适当 

解释，但不能带有引导性暗示。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11．5软件将重性精 

神疾病患者子女和健康家庭子女两组的症状自评 

量表各因子评分进行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 

验进行统计分析，并对两组的受教育程度进行检 

验，检验水准 =0．05。 

2 结 果 

2．1 研究组和对照组 SCL一90各因子评分比较 

与健康家庭子女相比，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子女 

除在强迫症状、人际敏感、偏执、敌对和精神病性 

因子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P>0．05)，其余 

因子评 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或 

0．01)。见表 1。 

表 1 研究组和对照组SCL一90各因子评分比较(分。x±s J 

2．2 两组受教育程度 比较 两组受教育程度构 

成不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对照 

组相比，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子女的文盲构成比高 

达8．59％，而大专文化以上构成比又相对较低，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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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3．91％。两组初中文化程度构成比基本接近分 

别为 39．06％，39．23％。见表 2。 

表2 两组受教育程度比较(％) 

3 讨 论 

家庭环境是精神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重要的 

影响因素之一 ，许多精神疾病患者的家庭环境较 

差，家庭成员之间缺乏亲密感，矛盾较多，造成患者流 

浪 j，甚至患者本人在成长过程中受到过父母的苛 

刻教育，缺乏温情，过多的受到干涉，缺乏私人空问， 

导致患者将自己受到的教育方式转嫁到自己的子女 

身上 J。有研究表明父母的遗传特征、性格、文化 

水平、经济状况及家庭环境与子女的心理发育密切 

相关，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的子女是出现精神心理问 

题的高风险人群，具有和常人不同的遗传基础和环 

境因素⋯。本研究结果显示，重性精神疾病子女的 

心理健康水平低于正常对照组家庭子女，更容易出 

现躯体化、焦虑、抑郁、恐怖的心理状况(P<0．05)， 

与相关研究结果基本一致_1 ” ；本研究还发现，重性 

精神疾病患者子女的受教育程度低于健康者子女(P 

<0．05)，与健康家庭子女相比，患者子女的文盲较 

多，达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较少，而初中文化程度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造成这一结果的可 

能原因是：一方面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病情反复发 

作、病程迁延等因素给其家庭带来了严重的经济负 

担，甚至影Igy-~家庭的和睦和结构的稳定，弱化了家 

庭教育功能，从而使患者子女在九年义务教育结束 

后便辍学；另一方面社会歧视、社会支持不良也可能 

是影响患者子女辍学的社会因素。 

综上所述，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子女的心理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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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素质及受教育程度均低于正常对照组子女，是 
一 个相对严重的社会问题，应引起重视。建议落 

实精神卫生法并制定针对重性精神疾病家庭的干 

预措施，以使患者家庭的子女获得较好的心理社 

会支持，减少罹患精神疾病的机率。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不足，有必要进行更大样 

本的研究，使研究结果更能够准确的反映现实情 

况，同时也有必要进行相关的家庭环境、社会支 

持，人格特点等社会心理方面的研究，以进一步探 

讨重型精神疾病患者子女的社会心理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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