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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 2021 年较 1999 年精神分裂症患者遭遇的歧视状况以及歧视对患者影响的变

化。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法，分别选取1999年8—9月、2021年8—9月在北京回龙观医院住院的136例、

146例缓解期精神分裂症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精神障碍歧视态度及经历调查问卷调查患者的受歧视

状况及相关态度。结果 2021 年患者在精神障碍歧视态度及经历调查问卷中对精神障碍患者及家属的

歧视分量表的得分为（62.67±11.70）分，低于 1999 年的（66.88±7.61）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361，P ＜ 

0.01）。1999 年在“社会对精神病患者的歧视最近 20 年明显减少”“社会的歧视经常导致家属将精神病

患者的事保密”“单位（学校）对精神病患者是公正的”3 个条目中回答“同意”或“非常同意”的患者分

别占 63.97%（87/136）、63.97%（87/136）、36.02%（49/136），低于 2021 年的 71.91%（105/146）、78.08%（114/146）、

63.70%（93/14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5.644、2.541、4.617；P ＜ 0.05）。结论 精神分裂症患者受到歧视

的状况较 20 年前有所改善，但歧视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心理及社会生活仍有明显影响，改善对精神障

碍的歧视问题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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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hanges in discrimination and related attitudes of hospitalized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patients from 1999 to 2021. Methods Using the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  
136 patients with remission stage schizophrenia from August to September in 1999 and 146 patients from 
August to September in 2021 were selected to investigate their discrimination status and related attitudes 
using mental disability discrimination attitudes and experiences questionnaire. Results In 2021， the scores 
of th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patients with mental disorders and their families subscale in mental disability 
discrimination attitudes and experiences questionnaire were （62.67±11.70） among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lower than （66.88±7.61） in 1999，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3.361， P ＜ 0.01）. In 1999， 
the percentage of patients who answered "agree" or "strongly agree" to "social discrimination against people with 
mental illness ha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the last 20 years" " social discrimination often leads families to keep 
the mentally ill a secret" and " the unit （school） is fair to the mentally ill” was 63.97%（87/136）、63.97%（87/136）、
36.02%（49/136）， respectively， which is lower than that of 71.91%（105/146）、78.08%（114/146）、63.70%（93/146） 
in 2021，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Z=5.644， 2.541 and 4.617； P ＜ 0.05）. Conclusions The 
situation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schizophrenia patients has improved compared to 20 years ago， but discrimination 
still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life of schizophrenia patients. 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to improve the problem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mental disor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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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歧视问题既包括外在歧视，

也包括患者本人的内在歧视，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

工作、人际关系等。歧视限制了患者的选择权，削弱

其自尊心，降低了其社会价值，严重妨碍患者的康

复和回归社会［1］。1999 年，本团队曾对缓解期的精

神分裂症患者进行调查，结果显示 42% 的患者经历

过单位不公正的对待，56% 的家属为避免歧视隐瞒

精神疾病患者罹患精神病的事实［2］。近20年来，我

国精神卫生事业飞速发展，改善公众对精神障碍的

认识措施层出不穷，多数研究重点关注了居民、医护

人员、学生等公众群体对精神障碍的认识及态度［3］。

改善公众对精神分裂症态度的措施是否能够从周围

环境的改变使患者内在的病耻感及对歧视的经历、

态度发生改变，需要进一步研究；另一方面，目前针

对 20 年来精神分裂症患者受到歧视变化的比较研

究较少。因此，本研究对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

调查，并与 1999 年的研究结果比较，以便对精神分

裂症患者受歧视状况变化进行纵向了解，从而为今

后针对精神分裂症患者歧视问题的研究提供更多的

理论基础。

一、对象与方法

1. 研究对象：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 1999 年 8—

9 月、2021 年 8— 9 月在北京回龙观医院住院的缓解

期精神分裂症患者作为调查对象。纳入标准：（1）符

合 ICD-10 中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4］；（2）疾病完

全缓解或部分缓解期，经评估无攻击、伤人等风险，

PANSS 得分≤ 60 分［5］；③能进行有效的交流。排除

标准：（1）长期住院，从未出院；（2）合并其他疾病影

响正常交流。本研究已获得北京回龙观医院伦理委

员会审批（批件号：2018-65），所有患者自愿参与本

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2. 精神障碍歧视态度及经历调查问卷［2］：该问

卷由高士元和费力鹏［6］于 1999 年在查阅文献、进

行专题小组讨论会和深入访谈的基础上制订，包括

一般情况、歧视经历及对社会歧视问题的看法共3 个

部分。（1）一般情况：根据患者本人回答并结合病历

记录进行填写。（2）受歧视经历：列举了 12 种可能

存在的歧视现象，每个条目回答“是”或“否”，如回

答“是”，则需要对该情况予以简单描述。（3）对社

会歧视问题的看法量表：分为对精神障碍患者及家

属的歧视（6 个条目）、歧视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影响（4

个条目）、歧视对精神障碍患者家属的影响（4 个条目） 

3个分量表，共14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4级评分法， 

其中 1 分表示非常不同意，4 分表示非常同意，其

中 5 个条目为反向计分。分量表得分 = 分量表实

际得分 / 分量表总分 ×100，得分越高说明受试者

越同意该量表的含义。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较好，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2，各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57～0.71；量表的重测信度较好，每个条目

的等级相关系数为 0.19～0.67，各分量表的等级相

关系数为 0.52～0.69［2］。

3. 资料收集方法：采用现场调查的方式，由

1999 年的主要研究者进行培训，调查过程中采用统

一指导语，现场向被调查对象说明调查目的、意义

和填表方法，获得被试的知情同意后，受试者现场

独立完成问卷，现场验收。1999 年发放问卷 144 份，

剔除填写漏项问卷 3 份、通过反向计分判定为填写

不合格问卷 5 份，回收有效问卷 136 份，有效回收率

为 94.44%。2021 年发放问卷 152 份，剔除不合格问

卷6份，回收有效问卷146份，有效回收率为96.05%。

4. 统计学方法：采用 SPSS 13.0 统计学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均数 ± 标

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计

数资料用频数、百分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等级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 Mann-Whitney 秩

和检验。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缓解期精神分裂症

患者精神障碍歧视态度及经历调查问卷各分量表得

分的影响因素。双侧检验，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二、结果

1. 1999年与2021年患者的一般情况比较：1999 年

与 2021 年患者在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

度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但在总

住院时间、未工作年限以及病程方面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1。

2. 1999 年与 2021 年患者的受歧视经历情况比

较：1999 年“家属将精神障碍患者的事对外保密”

的患者占比低于 2021 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1999 年与 2021 年患者遭受的其他歧视经历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1999 年排名

前 3 位的受歧视经历为“邻居看不起患者或患者的

家庭成员”“因患精神障碍，恋人与其分手或配偶

【Key words】 Schizophrenia； Discrimination； Attitude
Fund program： Beij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n Project （Z191100006619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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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离婚”“家属把精神障碍患者的事对外保密”。

2021 年排名前 3 位的受歧视经历为“同事或同学歧

视患者”“因患精神障碍，恋人与其分手或配偶与

其离婚”“邻居看不起患者或患者的家庭成员”“亲

戚看不起患者或患者的家庭成员”。见表 2。

3. 1999年与2021年患者对社会歧视问题的看法

量表得分比较：2021年对精神障碍患者及家属的歧

视分量表得分低于 1999 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1999 年与 2021 年的其它分量表得分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3。

以 3 个分量表得分作为因变量，以年龄、性别、

受教育程度、调查时间、总住院时间等作为自变量

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调查时间是精神分裂症患

者存在对精神障碍患者及家属的歧视的影响因素，

回 归 方 程 为 127.28-3.146× 调 查 时 间，R2=0.044，

F=2.922，P=0.012。

1999 年在“社会对精神病患者的歧视最近 20 年

明显减少”以及“社会的歧视经常导致家属将精神

病患者的事保密”“单位（学校）对精神病患者是公

正的”3 个条目中回答“同意”或“非常同意”的患

者占比低于 2021 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见表 4。

讨论 精神分裂症是慢性的、严重的精神障碍，

精神分裂症的康复问题一直受到社会各界以及专家

学者的关注。精神分裂症患者受到的外界歧视以及

自我内化的歧视会造成患者严重的病耻感，影响患

者的就医、治疗、康复。本研究结果显示，有 71.91%

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认为“社会对精神病患者的歧

视最近 20 年来明显减少”；受到外界歧视的分值较 

20 年前降低，下降较为明显的经历集中在学校与单

位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这与 Abi Doumit 等［7］的研

究结果不一致。Abi Doumit 等［7］的研究显示，公众

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歧视并没有改善，甚至呈增加趋

势。精神分裂症患者受到歧视经历的减少可能与精

神卫生的发展有关，具体如下：（1）国家从政策方面

表1 1999 年与 2021 年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项目
1999 年

（n=136）

2021 年

（n=146）
t/χ2 值 P 值

年龄（岁，x±s） 43.27±12.09 45.31±14.65 1.224 0.222

性别［例（%）］

 男 89（65.44） 90（61.64）
0.231 0.631

 女 47（34.56） 56（38.36）

婚姻状况［例（%）］

 有配偶 48（35.29） 53（36.30）
1.803 0.179

 无配偶 88（64.71） 93（63.70）

受教育程度（年，x±s） 10.82±3.75 11.39±4.62 1.105 0.270

总住院时间（月，x±s） 71.59±80.28 55.08±88.68 -2.574 0.010

未工作年限（年，x±s） 8.09±9.22 12.88±12.49 -3.002 0.003

病程（年，x±s） 13.49±10.36 17.30±13.17 -2.021 0.043

表2 1999 年与 2021 年精神分裂症患者受歧视经历情况［例（%）］

项目
1999 年（n=136） 2021 年（n=146）

χ2 值 P 值
回答“是”的例数 构成比（%） 回答“是”的例数 构成比（%）

单位不公正地对待患者 55 40.44 50 34.25 0.703 0.402

学校不愿意接受患者回去上学 48 35.29 38 26.03 2.175 0.140

亲戚看不起患者或患者的家庭成员 56 41.18 60 41.10 0.013 0.909

邻居看不起患者或患者的家庭成员 64 47.06 60 41.10 0.463 0.463

医护人员看不起患者 31 22.79 38 26.03 0.273 0.601

因患精神障碍，恋人与其分手或配偶与其离婚 63 46.32 62 42.47 0.395 0.530

因周围人的歧视，患者或家属搬家 41 30.15 40 27.40 0.148 0.701

同事或同学歧视患者 58 42.65 66 45.21 0.160 0.689

同事或同学歧视患者的家属 39 28.68 42 28.77 0.002 0.963

居委会不公正地对待患者 38 27.94 40 27.40 0.013 0.908

您是否遇到其他与歧视有关的事件 35 25.74 38 26.03 ＜ 0.001 0.989

家属把精神障碍患者的事对外保密 61 44.85 58 39.73 4.725 0.030

表3 1999 年与 2021 年精神分裂症患者对社会歧视问题的看法量表得分比较（分，x±s）

项目 1999 年（n=136） 2021 年（n=146） t 值 P 值

对精神障碍患者及家属的歧视 66.88±7.61 62.67±11.70 3.361 0.001

歧视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影响 67.39±9.53 68.96±12.12 -1.138 0.257

歧视对精神障碍患者家属的影响 67.72±9.20 69.27±12.38 -1.119 0.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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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了患者的利益；（2）公众对精神障碍有了更全面

的认识；（3）医疗水平的发展使患者得到了更有效的

治疗，从而能更好地康复和回归社会［8］。当然仅从

患者的角度看歧视减少，并不能全面反映对歧视情

况的变化，还需要结合居民、专业医务人员、家属等

人群进行综合评估，因此有待后续的研究予以补充。

本研究结果显示，两次调查中对社会歧视问题

的看法量表得分均高于 60 分，说明歧视仍然具有普

遍性，这与 Yildirim 等［9］、李昱等［10］的研究结果一

致。Valery 等［11］的研究提示，精神分裂症患者普遍

存在被污名化、被歧视等问题，严重影响患者的日

常生活及康复。本研究结果显示，患者在家庭、工

作等方面遭遇的排斥和歧视仍然居精神分裂症患者

遭遇歧视经历的前3名。尽管患者受到的歧视减少，

其对歧视的态度较前也有所改善，但家属对患者病

情的隐瞒或者采取保密的态度却没有得到改变，甚

至比例有所上升。我国的一项研究显示，对于首发

精神分裂症患者，有 90.62% 的家属会不同程度地隐

瞒患者的病情，对于其他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的家庭，

有 80% 以上的家属会隐瞒患者的病情［12］。国外研

究也提示，精神疾病患者在应对歧视等问题时，隐

瞒、逃避是其最主要的应对方式［13］。相关研究显示，

精神分裂症患者普遍存在被歧视感以及对疾病的掩饰

性，且城镇患者的病耻感及掩饰因子高于农村患者［14］。

患者及家属的学历越高，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家庭，

对公众的歧视及污名理解程度及感受就越强烈，病

耻感就越高，越容易采取保密或隐瞒的态度对待疾

病［15］。郭全芳等［16］的研究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

为了避免遭受社会歧视，隐瞒病情是其首先采取的

应对方式。

综上所述，尽管精神分裂症患者受到歧视的状

况较 20 年前有所改善，但这种态度方面的细微变化

还没有对患者及家属的生活、工作以及周围环境产

生明显影响［11，17］，精神分裂症的治疗率仍低于躯体

疾病患者的治疗率［18］，且歧视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

心理及社会生活仍有明显影响，甚至严重的回避、

隐瞒行为仍在加重。总体而言，精神障碍的歧视问

题是一个涉及文化、社会、医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

复杂问题［11］，未来需要从多角度出发，降低歧视对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影响，如切实落实法律法规要求；

加强公众对精神分裂症的了解和教育，完善医疗体

制，提高医疗技术，增加医护人员对精神分裂症患

者的关怀，增加社会支持，增加精神分裂症患者的

家庭的关心及支持等。

本研究的局限性：本研究样本量及选择范围较

小，未考虑可能影响精神分裂症患者受到歧视经历

及对待被歧视相关态度的其他因素，如住院次数、

单次住院时间、精神症状的严重程度、患者的人格

特点等，结果可能不具有代表性；同时考虑到精神

分裂症患者疾病的特殊性，未来的研究应结合患者

家属的态度；且目前采用该问卷的研究主要集中于

精神分裂症患者，未来的研究可在其他不同精神障

表4 2021 年与 1999 年精神分裂症患者对社会歧视问题的看法量表各条目回答“同意”或“非常同意”的情况［例（%）］

项目 1999 年（n=136） 2021 年（n=146）

对精神障碍患者及家属的歧视

 人们对待精神病患者和普通人差不多 54（39.70） 64（43.83）

 单位（学校）对精神病患者是公正的 49（36.02） 93（63.70）a

 社会对精神病患者的歧视比对其他残疾者更严重 105（77.02） 109（74.66）

 人们歧视精神病患者的家属 62（45.60） 76（52.05）

 人们歧视精神病患者 95（69.85） 104（71.23）

 社会对精神病患者的歧视最近 20 年明显减少 87（63.97） 105（71.91）a

歧视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影响

 社会的歧视对精神病患者的自尊心有很大伤害 118（86.76） 127（86.99）

 社会的歧视对精神病患者的影响不大 53（38.97） 61（41.78）

 家属怕受到歧视经常导致患者没有及时得到治疗 73（53.68） 80（54.79）

 社会的歧视严重影响精神病患者的生活 98（72.06） 108（73.97）

歧视对精神障碍患者家属的影响

 社会的歧视经常导致家属把精神病患者的事保密 87（63.97） 114（78.08）a

 社会的歧视使精神病患者的家属产生很大心理压力 101（74.26） 117（80.14）

 社会的歧视对精神病患者的家属没有影响 64（47.06） 60（41.10）

 社会的歧视使精神病患者的家属减少社交活动 84（61.76） 82（56.16）

  注：本表展示两组患者对量表的每个条目回答“同意”或“非常同意”的情况；a 与 1999 年比较，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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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中进行调查比较，以便更充分地了解不同精神障

碍歧视方面的情况，针对性地予以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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