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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精神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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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患者的病耻感是指因疾病受到的排斥和

歧视的态度，其核心概念为刻板印象、偏见和歧

视［1］。目前我国相关的研究甚少，为数不多的研

究多集中在调查公众对精神疾病的认知和态度［2-3］

上。在中国知网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中以 “病

耻感”为关键词对 1979 年以来的文献进行检索，

仅检索到 29 篇文章，其中无一篇针对精神卫生专

业人员的研究。本文对来自全国 30 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 267 名精神卫生专业人员进行了有关病耻

感认知和临床工作中态度和行为的初步调查。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为 2008 年 5 月参加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

分会年会的来自全国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精神卫生专业人员。在大会注册当日向参会代表共

发放问卷 267 份，问卷全部收回并有效，所有被调

查者均进行了口头知情同意。具体人口学资料见表

1。
1. 2 工具

1. 2. 1 一般情况调查表

包括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职称、受教育程

度、从事精神卫生工作年限。
1. 2. 2 对重性精神病的病耻感认知的调查问卷

以往关于病耻感的研究思路是心理学方向的，

将病耻感简化为一般公众的知识、态度和行为，而

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认为病耻感是在实在的社

会互动过程中产生和维系的，精神卫生专业人员作

为与患者联系紧密的人群，从他们的角度可以了解

和分析病耻感的产生、表现和影响。基于以上的设

计理念，在查阅文献，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

专家共同讨论的基础上，编制了调查问卷，内容主

要包括: ①调查对象对重性精神病的病耻感的基本

认知; ②调查对象在日常医疗实践中存在的歧视重

性精神病患者的状况。问卷中的 “重性精神病”
主要是指精神分裂症、情感障碍、妄想性障碍等对

患者生活影响较大的精神障碍。

表 1 调查对象的一般人口学资料

项目 人数 ( % )

男性 163 ( 61. 0)

学历

高中及以下 6 ( 2. 3)

大专 47 ( 17. 6)

本科 126 ( 47. 2)

硕士 57 ( 21. 3)

博士 31 ( 11. 6)

职称

初级 21 ( 7. 9)

中级 87 ( 32. 6)

副高 74 ( 27. 7)

正高 81 ( 30. 3)

其他 5 ( 1. 5)

年龄 /岁 ( 中位数) 41 ( 35，47)

从事精神卫生工作年限 /年 ( 中位数) 16 ( 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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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统计学方法

数据使用 SPSS 13. 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人口

学资料中非正态分布的连续性变量用中位数表示。

2 结 果

2. 1 对重性精神病病耻感的认知

调查对象有 94. 4% 的听说过 “耻感”; 94. 4%
认为重性精神病会给患者带来耻感; 84. 6%认为与

重性 精 神 病 相 关 的 耻 感 是 个 很 严 重 的 问 题;

92. 76%不同意“精神病治好了歧视就消失了”的

说法; 97. 7%认为与重性精神病相关的耻感源自社

会，其 次 分 别 为 家 庭 ( 44. 6% ) ， 疾 病 本 身

( 43. 8% ) ， 医 院 ( 18. 4% ) 和 医 疗 行 为

( 18. 4% ) 。
2. 2 日常医疗实践中的态度和行为

在日常医疗实践中，35. 2%的调查对象认为自

己有时对精神病患者有歧视，1. 1% 认为自己经常

对精神病患者有歧视; 48. 3%认为精神病患者常出

现无法预料的冲动行为，17. 2%认为有重性精神病

史的人不应该结婚，45. 7%认为有精神病史的人不

应该生育; 63. 7%认为日常医疗行为不会给重性精

神病患者带来耻感，44. 9%认为重性精神病患者在

精神病院基本不受歧视; 70. 8%认为精神病患者在

治疗中的感受或者看法很重要，而仅 24. 7% 总是

和精神病患者协商治疗，仅有 8. 6% 认为自己的同

事总是和精神病患者协商治疗。

3 讨 论

本调查结果显示，绝大部分调查对象都意识到

病耻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于其概念、重要性、
产生的原因、表现形式和影响等均有高度的认识。
这体现了精神卫生专业人员在对患者人文关怀上的

进步，也 和 全 世 界 范 围 内 的 反 歧 视 运 动 密 切 相

关［4］。
国外的研究已经证实精神卫生专业人员的医疗

行为也是病耻感的重要来源［4-7］，如，不慎重地做

出诊断、药物治疗带来的副作用、对精神疾病预后

悲观的态度、强制治疗、忽视患者的权利等［6，8-10］。
本调查中大部分的调查对象认为日常医疗行为不会

给患者带来病耻感，近一半的调查对象认为患者在

精神病院基本不受歧视，反映了精神科专业人员对

医疗行为和病耻感之间存在关联的认识不够。同

时，不少的调查对象承认自己对精神病人有歧视，

主要表现在对患者存在刻板印象，如部分调查对象

认为患者会出现不可预料的冲动行为，不应该结

婚、生育，不和患者协商治疗等。说明精神卫生专

业人员虽能认识到反歧视和病耻感的重要性，但在

日常临床工作中仍存在相当的歧视行为。国外也存

在类似的情况，如近半数的精神科医生不告诉精神

分裂症患者诊断，不和患者协商治疗等［11］。
本研究尚属探索性研究，样本的选择和构成可

能使结果存在一定偏差，研究结果提示精神卫生专

业人员须更加注意在日常医疗工作中的态度和行

为，避免给患者带来或加重病耻感。今后可从医患

的互动关系角度进行定性或定量的进一步研究。同

时，国外的研究也发现精神卫生专业人员也存在耻

感［5］，这种职业耻感也可作为今后研究的另一个

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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