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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护理在精神分裂症患者健康教育中的应用及满意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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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于精神分裂症患者中施以常规护理措施、健康教育+时间护理措施，明确时间护理效果，旨在

推动精神分裂症护理研究发展。方法 研究纳入 2023 年 10 月-2024 年 10 月中综合临床各项检查结果满足精神分

裂症诊断标准的 99 例患者，以随机分配表法安排为两组，对照组与观察组分别 47、52 例，对照组行常规护理干

预，观察组行健康教育+时间护理干预，对不同干预效果进行比较分析。结果 观察组依从性数据值更高、总满意

度例数占比更高，P 值结果<0.05，统计学差异大。结论 于精神分裂症患者中施以健康教育+时间护理措施，有助

于提高饮食、用药、运运动、情绪等多方面依从性以及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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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mplement routine nursing measures and health education + time nursing measures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clarify the effect of time nursing,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chizophrenia nursing 
research. Methods The study included 99 patients whose comprehensive clinical examination results met the diagnostic 
criteria for schizophrenia from October 2023 to October 2024.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y random allocation 
table method, with 47 and 52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spectively.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health education + time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intervention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s The compliance data valu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and the proportion of total satisfaction cases was higher. The P value result was <0.05, and the statistical difference 
was large.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health education + time nursing measures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can 
help improve compliance and satisfaction in many aspects such as diet, medication, exercise, and emo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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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为临床常见精神疾病，对患者身心健

康造成严重影响[1]。临床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主要会

采取药物方式控制病情，长期用药过程中，还需要配合

相应的护理措施，确保护理效果，以增强整体治疗效果
[2]。常规护理模式下，虽然有助于病情改善，但是患者

对护理效果满意度较低[3]。 
随着临床研究发展，时间护理（强调根据人体的生

理、心理和社会节律来调整护理活动时机，以优化护理

效果并促进患者康复）等多种新型护理模式被应用到

临床中，有效提高了护理水平，这为精神分裂症护理研

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与方向。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纳入 2023 年 10 月-2024 年 10 月中综合临床

各项检查结果满足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的 99 例患者，

以随机分配表法安排为两组，对照组与观察组分别 47、
52 例。对照组年龄择取范围为 35 岁至 59 岁，均值

（46.57±1.21）岁，病程择取范围为 1 年至 5 年，均值

（2.32±0.43）年，32 例为男性，15 例为女性。观察组

年龄择取范围为 36 岁至 58 岁，均值（46.59±1.24）岁，

病程择取范围为 1 年至 4 年，均值（2.35±0.36）年，

36 例为男性，16 例为女性。将两组各项基础资料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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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统计学系统分析处理后差异小，可进行比较

（P>0.05）。 
择取要求：临床综合诊断为精神分裂症；资料齐全。

剔除要求：中途退出。 
1.2 方法 
1.2.1 对照组行常规护理干预 
告知药物使用方法，提醒遵医嘱使用药物，给予情

绪安抚。为患者提供日常生活所需的照顾，包括饮食、

洗漱、穿衣等。要确保患者的饮食营养均衡，并避免患

者接触到危险物品或环境。 
1.2.2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行健康教育+时间护

理干预 
①早晨：起床后鼓励患者参与简单的早晨活动，如

散步或轻松伸展运动，之后进行简短的健康教育，内容

可以围绕当天的治疗计划、药物使用及注意事项。早餐

时间利用用餐时间讨论饮食对病情的影响，如均衡营

养的重要性，避免刺激性食物等。②上午：药物治疗后，

服药后的一段时间内，讲解药物作用、可能的副作用及

应对策略，同时提醒患者按时服药。恢复期安排关于疾

病管理技巧、应对压力的方法或放松训练的教学，帮助

患者稳定情绪，减少焦虑。③下午：安排户外活动，如

园艺、散步等，之后进行关于户外活动对身体和心理健

康益处的讲解。组织小组活动或角色扮演，提升患者的

社交技能，随后进行关于有效沟通、建立健康人际关系

的指导。④晚间：睡前提供关于良好睡眠习惯的重要性

及改善睡眠质量的建议，如避免咖啡因、保持卧室安静

等。鼓励患者回顾一天的学习和实践，讨论哪些做得好，

哪些需要改进，同时解答任何疑问或困惑。⑤ 特殊时

间点：利用节日或纪念日这些特殊时刻进行正面信息

灌输，如庆祝康复里程碑、强调家庭支持的重要性等。

当患者出现情绪波动时，及时提供情绪管理技巧的培

训，如深呼吸、正念冥想等，并解释这些策略如何帮助

缓解情绪。 
1.3 判断标准 
（1）依从性影响分析：利用依从调查量表了解患

者健康饮食（0-20 分）、适度锻炼（0-20 分）、情绪

管理（0-20 分）、规范用药（0-20 分）等依从行为，

分值越低则表示依从行为越差。 
（2）满意度影响分析：将医院满意度调查量表作

为调查工具，0 分表示极度不满意，100 分表示极度满

意，具体分值划分：0-60 分属于不满意范围，61-85 分

属于基本满意范围，86-100 分属于比较满意范围，满

意良好程度随着分值增加而提高，基本满意/总例数与

比较满意/总例数之和，×100%为总满意度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3.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

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计

数资料以（n，%）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依从性影响分析 
由表 1 组间比较情况来看，观察组依从性数据值

更高，P 值结果<0.05，统计学差异大。 
2.2 满意度影响分析 
由表 2 组间比较情况来看，观察组总满意度例数

占比更高，P 值结果<0.05，统计学差异大。 

表 1  两组依从性影响分析（x±s）（分） 

组别 健康饮食 适度锻炼 情绪管理 规范用药 

观察组（n=47） 18.02±1.12 18.12±1.69 18.12±1.26 18.62±1.03 

对照组（n=52） 15.02±0.74 15.10±0.32 15.11±0.29 15.07±0.33 

t  15.864 12.644 16.751 23.562 

P 0.001 0.001 0.001 0.001 

表 2  两组满意度影响分析（n,%） 

组别 不满意 基本满意 比较满意 总满意 

观察组（n=47） 1（2.12） 20（42.55） 26（55.31） 46（97.87） 

对照组（n=52） 7（13.46） 20（38.46） 25（48.07） 45（86.53） 

χ2 8.951 0.347 1.049 8.940 

P 0.002 0.555 0.305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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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从实际情况来看，精神分裂症可能导致患者的认

知功能受损，影响其对健康信息的理解和处理能力，同

时，患者可能不了解健康饮食、适度锻炼和规范用药的

重要性，导致护理依从性较差，不能有效改善饮食、运

动、用药、情绪等方面行为，不利于病情控制[4]。 
相较于常规模式，健康教育+时间护理在精神分裂

症患者中的应用，通过系统的健康教育，患者能够更全

面地了解精神分裂症的基本知识、药物治疗的重要性、

生活方式调整的必要性等，从而增强自我管理能力[5]。

时间护理模式强调在一天中的不同时间段进行特定的

护理活动，如早晨进行药物治疗和简单的肢体锻炼，下

午进行心理疏导和社交技能训练等，有助于患者更好

地安排时间，提高日常活动的效率。结合文中研究结果，

观察组依从性数据值更高、总满意度例数占比更高，P
值结果<0.05，统计学差异大。这可能是由于，通过定

期安排患者参与适当的体育活动或康复训练，结合健

康教育，让患者了解运动对身心健康的重要性，以及运

动如何帮助缓解精神分裂症的症状，确保患者在最佳

时间进行运动，避免药物副作用对运动能力的影响，从

而提高运动依从性。通过营养教育和饮食指导，使患者

了解健康饮食对精神健康的重要性[6]。时间护理模式可

以安排患者在特定时间摄入营养丰富的食物，避免过

度饥饿或暴饮暴食，从而改善饮食习惯。通过详细的用

药指导和教育，让患者了解药物治疗的重要性、副作用

及应对措施。时间护理模式确保患者在规定时间服用

正确剂量的药物，避免漏服或过量服用，提高用药依从

性[7]。通过心理咨询和心理支持，帮助患者建立积极的

心态和应对策略[8]。时间护理模式可以安排患者在情绪

较为稳定的时间段进行心理治疗或放松训练，从而提

高情绪管理的依从性[9]。患者依从性提高，有助于病情

控制，疾病对日常生活不良影响减少，为患者提供更为

满意的护理方案[10]。 
综上所述，于精神分裂症患者中施以健康教育+时

间护理措施，有助于提高饮食、用药、运运动、情绪等

多方面依从性以及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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