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床研究!

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庭环境与父母教养方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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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庭环境与父母教养方式的特点%方法
!

采用家庭环境量表中文版!

DIH1A]

#与父母教

养方式评价量表!

IKJf

#对
+!&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研究组#进行评定"并与
+!&

例正常受试者!对照组#比较%结果
!

研究组患

者家庭表现为低亲密度&低情感表达&低成功性&低组织性&高矛盾性和控制性差等"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在教养方式上"研究组患者父亲表现为低情感温暖与理解&高惩罚与严厉&高过分干涉和高拒绝与否认!

!

#

$,$+

#$而母

亲表现为低情感温暖与理解&高拒绝与否认&高惩罚与严厉和高偏爱被试!

!

#

$,$+

#%结论
!

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庭环境&父母教

养方式均存在多方面问题"可能对精神分裂症发病有一定影响%

关键词"精神分裂症$家庭环境$父母教养方式

()*

!

+$,%-#-

'

.

,*//0,+#'+1!%"!,&$+$,+2,$%'

中图分类号"

3'"-,%

文献标识码"

4

文章编号"

+#'+1!%"!

!

&$+$

#

+21&$&21$&

8,*,B()?*

/

-?*+,+00-5*:

E

(,B*'+,5(,?-,.

&

-'(,?-:'(-'*,

/&

-??(',+0

&

-?*(,?)F*?9)19*O+

&

9'(,*-

"#%JN=)

5

"

&0J$'(

I

')

5

(

D24B4.6*7#4*762!;4M4)6'=)*)CA=)6;=7A4)64;=

>

-=@2.*)

5

E*))*

"

S')

5

2=)

5

"

N.)*)###+$$

"

A2')*

)

8;)?'-1?

!

@;

A

(1?*B(

!

B)*0S;/5*

Q

75;P79*?

@

;0S*6)09;0570(

O

76;057?6;76*0

QO

755;60T*5</:<*Z)

O

<6;0*7,C(?9+.)

!

+!&

O

75*;05/

T*5</:<*Z)

O

<6;0*770(+!&0)697?:)056)?/T;6;7//;//;(T*5<5<;P79*?

@

;0S*6)09;05/:7?;

(

DIH1A]

)

70(;

Q

079*00;07SR7601

()9/8

OO

P)/5670

(

IKJf

)

,6()<:?)

!

A)9

O

76;(T*5<0)697?:)056)?/

"

5<;/:)6;/)PP7:5)6/)P5<;:)<;/*)0

"

;9)5*)0;N

O

6;//*)0

"

/8:1

:;//70()6

Q

70*Z75*)0)P5<;/:<*Z)

O

<6;0*:/P79*?

@

T;6;?)T;6

"

T<*?;5<;/:)6;/)PP7:5)6/5<;:)0P?*:570(:)056)?T;6;<*

Q

<;6,B<;

/:)6;/)PP7:5)6/)P5<;R;*0

QO

80*/<;(70(6;P8/;()P5<;/:<*Z)

O

<6;0*:/T;6;<*

Q

<;6

"

755<;/79;5*9;

"

5<;/:)6;/)P5<;)S;6*05;61

S;05*)0)PP75<;670()S;6

O

765*7?0;//)P9)5<;6T;6;<*

Q

<;6,̂)T;S;65<;/:)6;/)PP7:5)6/5<;R;*0

Q

:76;(T;6;?)T;6,B<;(*PP;61

;0:;/T;6;/*

Q

0*P*:705*05<;5T)

Q

6)8

O

/

(

!

#

$,$+

)

,4+,1:<)*+,

!

B<;6;76;970

@O

6)R?;9/*05<;P79*?

@

;0S*6)09;0570(

O

76;057?

6;76*0

QO

755;60)P/:<*Z)

O

<6;0*7

"

70(5<;/;:70

O

?7

@

70*9

O

)657056)?;*05<;:)9*0

Q

)0)P5<;/:<*Z)

O

<6;0*7,

D(

E

F+'.)

!

/:<*Z)

O

<6;0*7

*

P79*?

@

;0S*6)09;05

*

6;76*0

Q

/5

@

?;/)P

O

76;05/

!!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精神疾病认识的不断深入"家庭环境及

其父母教养方式越来越引起重视$精神分裂症患者父母教养

方式是有一定特征性的+

+

,

"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庭环境和提

高家属情感表达有助于提高患者疗效"增强服药依从性+

&

,

$作

者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庭环境和父母教养方式进行探讨"为进

行家庭干预提供参考依据$

!

!

对象与方法

!,!

!

研究对象

!,!,!

!

研究组
!

为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住院的精

神分裂症患者$入组标准!(

+

)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

标准&第
%

版(

AAKF1%

)中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

%

,

*(

&

)目前

病情处于缓解期"且能够独立完成测评*(

%

)年龄
+!

!

2$

岁"受

教育年限大于或等于
2

年*(

"

)自幼大部分时间同父母生活在

一起"

%

+"

年$排除标准!(

+

)合并精神发育迟滞#人格障碍#

物质依赖或酒依赖*(

&

)有严重躯体疾病或躯体残疾$共入组

+!&

例$

!,!,"

!

对照组
!

按照
+l+

随机配对原则"选取无重大急#慢

性躯体疾病(包括躯体残疾)及精神疾病"且自幼大部分时间同

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健康志愿者$共入组
+!&

例$两组一般资

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2

)"见表
+

$

!,"

!

研究方法

!,",!

!

工具

!,",!,!

!

自编基本信息调查表
!

包括患者年龄#性别#婚姻状

况#受教育程度#病程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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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环境量表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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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量表共
-$

个条目"分为
+$

个分量

表"包括亲密度#情感表达#矛盾性#独立性#成功性#知识性#娱

乐性#道德宗教观#组织性及控制性等$本研究采用参考文献

+

"

,提出的第
%

次修订版$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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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比较

项目 研究组 对照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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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年龄(岁"

FV@

)

"&,%&V++,"% "$,2'V++,&' +,"'$!$,+"+%

性别+

)

(

=

),

$,%-!%$,2&!$

!

男
!'

(

"',!$

)

!$

(

"%,-#

)

!

女
-2

(

2&,&$

)

+$&

(

2#,$"

)

婚姻状况+

)

(

=

),

$,"$&$$,2&#$

!

单身(未婚#离异)

!%

(

"2,#$

)

'#

(

"+,'#

)

!

已婚
--

(

2","$

)

+$#

(

2!,&"

)

受教育程度(年"

FV@

)

+&,2"V%,-& +&,!%V%,'- $,'+'2$,"'%+

病程(年"

FV@

)

',-&V",-! ` ` `

!!

`

!表示无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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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使用岳冬梅+

2

,修订的中文版"其

中包括父亲教养方式
2!

个条目
#

个因子"即情感温暖与理解#

惩罚与严厉#过分干涉#偏爱被试#拒绝与否认#过度保护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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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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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

卷第
+2

期



及母亲教养方式
2'

个条目
2

个因子"即情感温暖与理解#过分

干涉与过度保护#拒绝与否认#惩罚与严厉#偏爱被试等$

!,","

!

测量方法
!

测试在统一指导语下"由研究对象笔答所

有项目$对不能理解的条目或句子"由经培训的工作人员具体

指导"但不能作任何启示性暗示$为保证结果的一致性"所有

测试及量表评定工作均由
+

名固定的#受过量表评定训练的主

治医师独立完成$

!,#

!

统计学方法
!

所有数据采用
HEHH+%,$

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因两组样本
)

$

+$$

"故两样本均数比较用
.

检验"样本率

比较用
(

& 检验$所有统计检验均采用双侧检验"以
!

#

$,$2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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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比较
!

研究组患者家庭亲密度#情感表达#

成功性及组织性等
"

个因子评分均较低"而矛盾性及控制性等

&

个因子评分均较高"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DIH1A]

评分比较$分&

FV@

%

项目 研究组 对照组
. !

亲密度
#,&!V+,!- ',+&V+,-" ",+!"$ $,$$$$

情感表达
",#%V+,2! 2,%!V+,#+ ","!2" $,$$$$

矛盾性
%,!"V&,$" %,&#V&,++ &,###+ $,$$''

独立性
2,%2V+,"' 2,"&V+,2% $,""2+ $,#2#%

成功性
#,+!V+,'# #,''V+,!& %,+"%! $,$$+'

知识性
",%!V+,#' ",&'V+,'# $,#++# $,2"$!

娱乐性
%,#-V+,!+ %,!"V+,-& $,'##- $,""%+

道德宗教观
2,2#V+,#2 2,'#V+,#! +,+"2! $,&2+-

组织性
2,&+V+,2! 2,!#V+,#+ %,!!'" $,$$$+

控制性
",!&V+,#! %,#-V+,#% #,2+&#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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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比较$

FV@

%

项目
研究组

(

)L+!&

)

对照组

(

)L+!&

)

. !

父亲

!

情感温暖与理解
"2,%#V-,2'"-,+!V-,#"%,'-%- $,$$$+

!

惩罚与严厉
&+,&#V#,-%+!,%"V#,!&",$2+2 $,$$$+

!

过分干涉
&+,'%V#,&2+!,!'V#,"!",&!2' $,$$$$

!

偏爱被试
+$,''V%,!"+$,+#V%,'-+,2&2% $,+&'&

!

拒绝与否认
++,&"V%,2! -,+#V%,'% 2,"&'# $,$$$$

!

过度保护
+$,'+V%,+-+$,"#V&,-'$,''%! $,"%-$

母亲

!

情感温暖与理解
"!,'-V-,"'2&,!#V-,2&",$!-$ $,$$$$

!

过分干涉与过度保护
%2,!"V!,&%%2,'&V!,%-$,+%'' $,!-$"

!

拒绝与否认
+","%V",%-+&,'#V",+'%,'&$- $,$$$&

!

惩罚与严厉
+",2-V2,&#+&,2!V2,++%,#-'# $,$$$&

!

偏爱被试
++,2&V%,"-+$,"%V%,%'%,$%+$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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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比较
!

研究组患者父母情感温暖与理解因

子评分较低"而惩罚与严厉#拒绝与否认因子评分较高*另外"

患者父亲的过分干涉及母亲的偏爱被试因子评分亦较高"与对

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

!

讨
!!

论

家庭环境和父母教养方式对子女智力的发展#人格形成及

心理健康都具有重要意义+

#

,

$早在
&$

世纪
2$

!

#$

年代精神

病学家就已经意识到家庭环境与子女罹患精神疾病的关系"但

当时多注意从父母早逝#离异#分居等角度考虑$近年来随着

人们对精神疾病认识的不断深入"家庭环境及其父母教养方式

已引起重视$本研究结果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庭表现为低

亲密度#低情感表达#低成功性#低组织性#高矛盾性和控制性

差等"反映了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庭具有僵硬#松散#缺乏灵活性

及较多矛盾性的特征"与国内报道基本一致+

'1!

,

$这不利于子

女的身心健康"可能在患者发病和复发中有一定的影响$精神

分裂症患者父亲教养方式表现为低情感温暖与理解#高惩罚与

严厉#高过分干涉和高拒绝与否认*母亲教养方式表现为低情

感温暖与理解#高拒绝与否认和高惩罚与严厉$由此结果可以

看出"在父母教养方式上"父母不能给予子女充分的情感温暖"

缺乏对子女的关心#理解#信任和鼓励$相反"代之以高处罚#

严厉式和高拒绝#否认"这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父母教养方式的

共性$这些不良的父母教养方式势必影响子女的健康成长$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家庭环境以及父母教养方式均存在较多缺

陷"这为今后制订家庭干预计划#实施家庭教育措施提供了理

论依据$通过改善患者的家庭环境"提高其家庭职能"促进家

庭结构更加完善"将会提高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心理康复水平"

并有利于其社会功能的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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