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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报道，精神患者社会功能缺陷发生率为53%[1]。

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大部分呈主动性差，意志要求贫乏，生

活能力及社会功能减退[2]。在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职业训

练中，发现患者对职业技能训练兴趣不大，积极性不高，常常

为被动训练，因此训练效果欠佳。代币激励法就是给患者一

定数量可以代币的筹码来奖赏其适应性行为[3]。在院领导的

支持下，对康复病房的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采取代币激励法

来提高患者的训练积极性，变被动训练为主动训练，大大提

高了训练效果。

1 对象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在康复病房进行职业技能训练的精神分裂症患者80

例，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

MD-Ⅲ）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4]。男性：43例，女性：37例；年

龄：18—55岁；病程：3年以上。随机分为两组，实验组：40

例，男性：22例，女性：18例；平均年龄（37±18）岁，初中：10

例，高中：15例，大专以上15例。对照组：40例，男性：21例；

女性：19例，平均年龄（38±17）岁，初中：11例，高中：16例，

大专以上13例。两组资料统计学评定差异无显著性（t=

0.26，P＞0.05）。

1.2 代币激励法

对照组在职业技能训练中给予恰当的口头鼓励、表扬。

实验组在训练中不仅给予精神上的鼓励和表扬，还给以一定

数量的现金奖励（每月200—300元），以代币卡的形式发放，

为期3个月。代币卡可到小超市购买自己所需的物品、可以

去食堂刷卡吃饭。医院提供职业技能训练的岗位有：保洁

队、缝纫组、小超市、康乐农场、洗车队、手工制作、报纸接受

和发放等。训练从2011年9月开始，到11月结束。

1.3 评定方法

用自制一般资料问卷调查表，对80例精神分裂症患者

进行调查分析。在入组前1个月内和训练结束后1个月内用

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

PANSS）、社 会 功 能 缺 陷 量 表（social disability screening

schedule,SDSS）[5]。对两组患者同步测定，并进行比较。

PANSS评定精神症状，共33项，7项构成阳性量表，7项构成

阴性量表，16项组成一般精神病量表，3项构成补充症状量

表。量表分等于单项分之和，7级评分按精神病理水平递增,

评分越低,精神症状改善越明显。SDSS评定社会功能，共10

项，单项评分0—2分，总分等于单项分之和，分值越高，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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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在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职业技能训练中使用代币激励法能否增强训练效果。

方法：将80例精神分裂症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40例，实验组40例，对照组在训练中给予恰当的口头鼓励、表

扬。实验组在训练中给予一定数量的奖励，以代币卡的形式发放。为期3个月。用阴性和阳性症状（PANSS）、社会

功能缺陷量表（SDSS）在入组前及训练结束后对两组患者同步测评并比较，并进行比较。同步对两组患者的出勤

率、劳动质量、劳动态度进行测评并比较。

结果：入组前两组患者SDSS、PANSS评分无差异（P>0.05）。实验结束后SDSS总分显著低于对照组（t=14.61, P＜
0.01），PANSS总分明显低于对照组（t=2.50, P＜0.05），其中阴性症状及一般病理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分别为：t=

2.73, P＜0.01；t=2.66, P＜0.01）。出勤率、劳动质量、劳动态度也明显高于对照组（分别为：χ2=25.8, P＜0.01；χ2=

9.6, P＜0.01；χ2=9.93，P＜0.01）。

结论：代币激励法能增强职业技能训练效果，尤其能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阴性症状和社会功能，提高患者的劳动

质量和劳动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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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缺陷越重。同步对两组患者每周进行考核，包括出勤

率、劳动质量、劳动态度。劳动质量分优、一般。劳动态度分

好、一般。并统计3个月的出勤率、劳动质量优和劳动态度

好的例数。重测信度系数为0.87，内容效度0.82。由两位主

管护师采用盲法同时评定，研究前进行一致性检验，Kappa为

0.84—0.90。训练期内未参加集体培训时间＞50%者为脱落

病历。

1.4 统计学分析

所有数据输入SPSS11.5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比较用 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用χ2检验。

2 结果

所有患者均完成试验，未出现负性事件。

2.1 入组前1个月内和训练结束后1个月内两组患者的精

神症状、社会功能比较

见表1，显示入组前两组患者的精神症状、社会功能比较

无差异（P>0.05），训练结束后1个月内训练组患者的阴性症

状、一般病理、社会功能明显好于对照组（P<0.01）。
2.2 两组患者的出勤率、劳动质量、劳动态度比较

见表2，显示实验组患者出勤率、劳动质量、劳动态度均

高于对照组（P<0.01）。

表1 两组患者的精神症状及社会功能 （x±s，n=40）

项目

SDSS总分
PANSS总分
阳性症状
阴性症状
一般病理
补充症状

入组前1个月内
训练组

12.41±2.86
59.8±14.2
13.5±5.1
15.9±5.5
26.0±5.5
4.9±1.8

对照组
12.25±3.82
59.4±11.4
13.8±5.5
15.6±4.8
25.8±4.9
4.5±1.8

t

0.21
0.13
0.25
0.26
0.17
0.99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训练结束后1个月内
训练组

7.42±0.54
50.1±12.3
12.6±4.1
11.5±4.8
20.2±6.1
4.5±1.9

对照组
9.32±0.48
56.7±11.3
12.7±5.0
14.4±4.7
23.6±5.3
4.2±2.1

t

14.61
2.50
0.10
2.73
2.66
0.67

P

<0.01
<0.05
>0.05
<0.01
<0.01
>0.05

表2 两组患者的出勤率、劳动质量、劳动态度（n=40）

项目

出勤率（%）
劳动质量（优）
劳动态度（好）

实验组（例）

98
36
38

对照组（例）

86
24
27

χ2

25.8
9.6
9.93

P
<0.01
<0.01
<0.01

3 讨论

从表１—２中看到，3个月的训练。实验组患者的阴性

症状、一般病理、社会功能、出勤率、劳动质量、劳动态度均高

于对照组（P<0.01）。对照组患者的阴性症状及社会功能也

所改善。患者在职业技能训练中，每个人做着自己喜欢的工

作，按时上下班，按时休息，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病友间

相互平等，没有歧视，医护人员的理解和鼓励，大大增强了患

者的自信心。劳动中相互协助，交流，改善了人际交往能

力。所以两组患者的阴性症状及社会功能都有所改善[6]。实

验组患者获得一定的劳动报酬，赢得他人认可、激励。患者

自信心大大增强。根据马斯洛人的基本需求理论，满足了患

者自尊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使患者感到劳动带来的成果和快

乐。根据劳动质量高低和劳动态度好坏来发放奖励。每个

人每月发放奖励也不同，以促进每个学员发挥自己的主观能

动性，提高劳动质量，改善劳动态度，变被动劳动为我要劳

动，提高了患者的积极性，明显改善了患者的阴性症状，也提

高了患者的社会功能[7—10]。所以实验组患者的阴性症状、一

般病理、社会功能、出勤率、劳动质量、劳动态度均高于对照

组。同时实验也显示代币激励法对改善阳性症状影响不大

（P>0.05）。
总之，代币激励法能调动患者的积极性，变被动劳动为

主动劳动，劳动质量及劳动态度都得以提高，也改善了患者

的阴性症状及社会功能，提高了患者的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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