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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化干预应用于精神发育迟滞伴精神障碍患者中的效

果研究
董菁

南京市祖堂山精神病院，江苏省南京市，210000；

摘要：精神发育迟滞（MentalRetardation，MR）是一种在发育阶段出现的智力功能障碍，常伴有适应行为缺

陷。当精神发育迟滞患者同时伴有精神障碍时，其社会适应能力、生活质量及家庭负担均会显著增加。本研究

旨在探讨人性化干预措施在改善精神发育迟滞伴精神障碍女性患者中的应用效果。研究采用随机对照试验设计，

入组 30 名年龄在 23 岁至 71 岁之间的女性患者，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每组 15 人。干预组接受为期 6 个

月的人性化干预，包括认知行为疗法、社交技能训练、家庭支持和职业康复等。对照组则接受常规治疗。研究

结果表明，人性化干预能显著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改善其社会适应能力，并减轻家庭照顾者的负担。此外，

人性化干预还能够促进患者在心理和行为上的积极变化，增强其自我管理能力，从而更好地融入社会。本研究

为精神发育迟滞伴精神障碍患者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治疗模式，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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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精神发育迟滞是一种常见的发育障碍，其特征为智

力功能和适应行为的显著缺陷。精神障碍的共病现象在

精神发育迟滞患者中十分普遍，这不仅影响患者的生活

质量，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负担。随着医学模式的

转变，人性化干预逐渐成为改善精神发育迟滞伴精神障

碍患者生活质量的重要手段。本研究旨在评估人性化干

预措施在精神发育迟滞伴精神障碍女性患者中的应用

效果。

1 研究方法

2.1 研究设计

本研究是一项精心设计的随机对照试验，旨在评

估特定干预措施对女性精神发育迟滞伴精神障碍患者

的影响。研究的入组时间跨度为 2024 年 3 月至 2024

年 9 月，确保了研究在不同季节的环境条件下进行，

以减少季节性因素对研究结果的潜在影响。研究对象

为 30 名年龄分布在 23 岁至 71 岁之间的女性患者，她

们被诊断为精神发育迟滞并伴有精神障碍。这一年龄

段的选择考虑到了成年女性在不同生命阶段可能面临

的特殊挑战和需求，从而确保研究结果具有更广泛的

适用性。在研究开始前，所有参与者都经过了严格的

筛选程序，以确保她们符合纳入标准，并且没有排除

标准中提及的任何条件。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干预组

和对照组，每组各 15 人。随机分组的方法有助于平衡

两组之间的基线特征，从而减少偏倚，提高研究结果

的可信度。干预组将接受特定的治疗或干预措施，而

对照组则可能接受常规治疗或安慰剂。通过这种方式，

研究者能够评估干预措施相对于常规治疗或无干预的

额外效果。研究期间，将对参与者进行定期评估，以

监测她们的症状变化、生活质量改善以及其他相关指

标。本研究的开展有望为精神发育迟滞伴精神障碍的

女性患者提供更有效的治疗方案，改善她们的临床症

状和生活质量，同时也为医疗专业人员提供宝贵的临

床实践指导。

2.2 研究对象

在本研究中，我们选取的研究对象均来自南京市

祖堂山精神病院失智二区。这些个体均符合精神发育

迟滞的诊断标准，这是一种发展性障碍，表现为智力

功能和适应性行为的显著低于平均水平。此外，所有

参与者还伴有至少一种精神障碍，这可能包括焦虑症、

抑郁症、行为障碍或其他相关的精神健康问题。

为了确保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我们设定

了严格的排除标准。首先，排除了那些患有严重躯体

疾病的个体，因为这些疾病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或使

参与者无法完成研究过程。其次，排除了有药物滥用

史的个体，因为药物滥用可能对大脑功能和行为产生

影响，从而干扰研究的评估。最后，我们也排除了那

些正在参与其他研究项目的人，以避免潜在的干预措

施或研究设计的冲突，确保本研究的独立性和纯粹性。

通过这样的筛选过程，我们旨在确保研究样本的同质

性和研究结果的可信度，以便更准确地了解精神发育

迟滞患者伴随精神障碍的特征、治疗反应以及生活质

量等方面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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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干预措施

干预组接受为期 6个月的人性化干预，包括：认知

行为疗法：通过一对一或小组形式，帮助患者识别和改

变负面思维模式。社交技能训练：通过角色扮演和情景

模拟，提高患者的社交互动能力。职业康复：提供适合

患者能力水平的职业训练和工作机会。对照组接受常规

治疗，包括药物治疗和基础心理支持。

2.4 评估工具

采用生活质量量表（QOL）、社会适应量表（SAS）、

家庭负担量表（FBS）等工具评估干预效果。

2.5 数据分析

在使用 SPSS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的过程中，研

究者们通常会采用多种统计方法来比较两组数据之间

的差异。为了确保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研究者们会

运用t检验和卡方检验这两种常见的统计方法来进行详

细的分析。t检验主要用于比较两组间的均值差异，适

用于连续变量的数据分析，而卡方检验则适用于分类变

量，用于检验两组间频率分布的差异。通过这两种检验

方法的综合运用，研究者们能够更全面地了解和解释数

据之间的差异，从而得出更为科学和客观的研究结论。

精神发育迟滞伴精神障碍女性患者干预效果数据

分析表

研究内容 描述

研究设计 随机对照试验

入组时间 2024年 3 月至 2024年 9月

研究对象
30名年龄在 23岁至 71岁之间的女性精神发育

迟滞伴精神障碍患者

分组情况 干预组和对照组，每组 15人

干预措施 认知行为疗法、社交技能训练、职业康复

对照组治疗 常规治疗，包括药物治疗和基础心理支持

评估工具
生活质量量表（QOL）、社会适应量表（SAS）、

家庭负担量表（FBS）

数据分析方法 t检验和卡方检验

3 结果

3.1 基线数据

两组患者在年龄、病情严重程度、社会经济状况等

方面无显著差异。

精神发育迟滞伴精神障碍女性患者基线数据表

组别 人数 年龄范围 病情严重程度 社会经济状况

干预组 15人 23岁至 71岁 无显著差异 无显著差异

对照组 15人 23岁至 71岁 无显著差异 无显著差异

3.2 干预效果

干预组在生活质量、社会适应能力方面均有显著提

高（P<0.05），而对照组无显著变化。家庭照顾者的负

担在干预组中也有所减轻。此外，干预组患者在自我管

理能力、情绪调节和社交互动方面也表现出积极的变化。

4 讨论

人性化干预通过综合性的治疗手段，不仅关注患者

的心理健康，还重视其社会功能的恢复和家庭支持系统

的建设。本研究结果表明，人性化干预能有效改善精神

发育迟滞伴精神障碍女性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社会适应

能力，减轻家庭照顾者的负担。此外，人性化干预还能

够促进患者在心理和行为上的积极变化，增强其自我管

理能力，从而更好地融入社会。

5 结论

人性化干预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手段，对于改善精神

发育迟滞伴精神障碍女性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社会适应

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探讨不同类型的

干预措施对不同患者群体的具体效果，以及如何在更广

泛的范围内推广人性化干预。此外，还应考虑长期跟踪

研究，以评估人性化干预的持续效果和潜在的长期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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