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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尚未识别出文件涉及专利的说明。

本文件由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政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宁夏社会福利院（宁夏民政厅民康医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赵成荣、张亮、茹立君、李艳玲、王秋香、孙亚琼、黄丽娟、胡宗琪、郎赟玲、

王娇、李丽、鲍永伟、张越、何晓艳、汪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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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障碍患者日常生活技能训练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精神障碍患者日常生活能力训练原则、适用对象、基本要求、训练内容、质量管理评

价与改进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精神卫生福利机构、精神卫生医疗机构和社区精神康复场

所的精神障碍患者的日常生活技能训练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MZ/T 039 患者能力评估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精神障碍 mental disorders

是一类具有诊断意义的精神方面的问题，特征为认知、情绪、行为等方面的改变，可伴有痛苦体验

和（或）功能损害。

3.2

生活技能 life skills

生活技能一般是指一个人有效地应付日常生活中的需求和挑战的能力，也可称为心理社会能力，它

使一个人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在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中、在与他人的交往中表现出适当的和健康的行为。

3.3

生活技能训练 life skills training

指人们为了维持生存及适应生存环境而每天必须反复进行的，最基本的，最具共性的活动。主要涵

盖个人卫生、饮食、理财、出行等基本活动，通过个别或小组活动形式，采取阳性强化方法，督促教导

和训练，以改善或恢复完成这些活动的能力，就称为日常生活技能训练。

4 训练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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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保证安全，训练的内容与患者的实际需要相结合。

4.2 制定计划，由易到难，可将一个活动分解成若干个部分逐项进行。

4.3 严格要求，突出重点，灵活训练增强活动技巧。

4.4 鼓励正性，挖掘优势，吸收家庭成员参与训练过程。

4.5 主动参与，经常实践，配合其他康复性锻炼，促进体能和运动的协调性。

5 适用对象

5.1 符合精神障碍诊断标准，存在生活技能缺陷且能配合训练的患者。

5.2 处于衰退期的精神障碍患者。

5.3 长期住院的精神障碍患者。

5.4 社区康复的精神障碍患者。

6 基本要求

6.1 确定训练形式

以集体训练形式进行。

6.2 确定训练方式

6.2.1 查阅病历资料，掌握最近病情及治疗方案，进行评估，确定训练内容与方式。

6.2.2 根据患者情况采用示范、讲解、观摩、模仿练习、反复练习、阳性强化等多种形式。

6.2.3 宜每组 5～6 人，每周 3 次小组活动，第 1、2 次内容为学习，第 3 次为强化练习，每次 40

min 左右。

6.2.4 训练阶段对患者进行评分。

6.2.5 观察、记录训练结果，使用代币疗法给予物质奖励。

6.3 选择被训练人员

6.3.1 入组标准：生活自理能力差，不能保持个人卫生及周围的环境卫生，且不具备简单的生活技能

的患者。可使用《日常生活能力量表》（详见附录 A）、《精神科护理观察量表》（详见附录 B）评估

患者生活自理能力。

6.3.2 排除标准：有冲动、外逃、自杀意向及行为的患者，有严重躯体疾病的患者，无法进行有效沟

通的患者。

6.4 确定训练目标

根据患者的功能缺陷、护理问题，家庭或社会对其的要求，以及患者实际存在的能力进行综合考虑

制定，以提高应对各种社会压力能力，营造良好生活环境，防止疾病复发，不断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为目

标。

6.5 确定规则

6.5.1 共同制定小组契约，按时参加。

6.5.2 在指定范围内进行训练，多实践。

6.5.3 协作互助，积极交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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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评价方法及工具

宜采用 MZ/T 039 患者能力评估及《日常生活能力量表》《精神科护理观察量表》(见附录A)。

7 训练内容

7.1 洗漱

7.1.1 准备牙刷、牙膏、杯子、洗脸毛巾、洗面奶或香皂等。

——牙刷应选用刷头较小、刷毛较软、刷柄呈“～”形；

——宜用温水洗脸，可适当地使用香皂或洗面奶等产品；

——刷牙方式宜实施“三三制”，即 3 餐后及时刷牙并保持在 3 min 左右，顺着牙缝上下移动、

先外后内、再刷净咬合面、最后轻刷舌面 3 次；

——牙刷应定时更换，宜 3 个月之内换 1 次。

7.1.2 注意个人卫生的整洁与保持：定期刮胡子、剪指甲，更换衣服，晚上睡觉前洗脚，注意讲究卫

生，如饭前便后洗手，仪容仪表的整洁与保持。

7.1.3 工作人员示范讲解，然后小组成员逐个演示。

7.1.4 在生活中保持洗漱的习惯，练习正确的洗漱方法。

7.2 洗衣服

7.2.1 准备洗衣盆、洗衣粉，用适量的温水让洗衣粉充分溶解。

7.2.2 将衣服浸泡在水内 20～30 min（深色、浅色衣服宜尽量分开，掉色的衣服应分开浸泡）。

7.2.3 洗涤时重点搓易脏的地方，如领口、袖口、前襟等。

7.2.4 洗完后在清水里漂洗干净。

7.2.5 选择适宜衣架晾晒或装入网兜内自然晾干。

7.2.6 内衣最好与其他的衣服分开洗，用专用清洗剂，并在阳光下晾晒。

7.2.7 工作人品示范讲解，然后每人洗 1 件自己的衣服。

7.2.8 在生活中自己洗自己的衣服，练习正确的洗衣服方法。

7.3 整理内务

7.3.1 准备被褥、被罩。

7.3.2 整理被服的要求：床单应平整，将四周包裹床垫，枕头放于床头，被子放于对面，床底下不应

放东西；床头桌面上宜只放水杯，常用物品可放于床头桌抽屉里或柜子里；暂时不穿的衣服整齐地放于

衣柜里。

7.3.3 套被罩的技巧：从被套外面抓住上边的 2 角，然后从里面把抓住的 2 个角从被套的开口处伸

出去，抓住被子上面的 2 角，再把被子从被套下面的口往里面拽，全部拽进去后，抖一抖，最后把底

下的被角整理好。

7.3.4 叠衣服技巧：以病员服为例，扣上所有的纽扣，将衬衣正面向下平铺在床上，拎起右袖管，将

右侧部分按领口宽度向左侧折叠，袖管部分从肩膀处开始折叠，左侧部分同右侧，将病员服拎起，按底

线与领口重叠的规则折叠。

7.3.5 工作人员示范讲解，然后指定患者操作，其余患者观看学习。

7.3.6 在生活中定期整理自己的内务，练习正确的整理内务方法。

7.4 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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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 准备笔、白纸。

7.4.2 向患者讲解理财相关知识。

7.4.3 理财要点：安全存放金钱，住院患者家属留给自己的零用钱可由工作人员协助管理，在院外学

会利用银行服务；按照基本的生活需要消费，做到量入为出；能掌握常用货品价格；懂得如何支配金钱；

外出购物会挑选物品，讨价还价，能掌握相关的技巧。

7.4.4 在工作人员帮助下，让患者试做一个自己的理财计划。

7.4.5 在生活中保持理财的习惯，练习正确的理财方法。

7.5 乘坐交通工具

7.5.1 准备所在城市公交线路图或手机地图软件。

7.5.2 指导患者学会利用城市公交线路图或手机地图软件。

7.5.3 指导患者认识公交车站牌，使患者知道牌上箭头所指的含义，掌握到达同一个目的地有几种方

法（几种车次），在哪换乘更方便等。

7.5.4 讲解购买公交车票时应注意无人售票车应投币，使用公交卡刷卡应注意刷卡次数和方法，明确

是刷 1 次还是刷 2 次。

7.5.5 指导患者在乘公交车时找不到车站或是站牌较模糊时，如何寻找行人或交警帮助。

7.5.6 患者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熟悉常用公交线路。

7.5.7 练习正确乘坐交通工具的方法，刚开始可在家人或志愿者的陪同下练习。

8 质量管理评价与改进

8.1 评价根据 MZ/T 039 患者能力评估，采用《日常生活能力量表》，每月评定 1 次，评价患者日

常生活能力改进情况。

8.2 可采取召开座谈会、发放意见反馈表、查询服务记录等方式，围绕训练质量、成效、服务安全等

方面开展训练质量满意度调查。

8.3 对服务评价发现的相关问题应及时提出改进措施，确保计划与措施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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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日常生活能力量表

表A.1 给出了日常生活能力量表的样式。

表 A.1 日常生活能力量表
B

B

姓名： 性别： 年龄：

序号 项目 完全独立完成 有些困难 需要帮助 根本无法完成

1 乘坐公共车辆 1 2 3 4

2 行走 1 2 3 4

3 做饭菜 1 2 3 4

4 做家务 1 2 3 4

5 吃药 1 2 3 4

6 吃饭 1 2 3 4

7 穿衣 1 2 3 4

8 梳头、刷牙 1 2 3 4

9 洗衣 1 2 3 4

10 洗澡 1 2 3 4

11 购物 1 2 3 4

12 定时上厕所 1 2 3 4

13 打电话 1 2 3 4

14
处理自己的钱

财
1 2 3 4

总分

注1：评估周期为两周或一个月，根据患者实际的生活自理情况给出具体的分值，最后累计之和≥

16分，则需要进入技能训练组。

注2：根据评估情况，与患者商议确定本次训练的计划与侧重点，并备好相应的用物。

注3：讲解相关知识或播放讲解视频。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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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精神科护理观察量表

表B.1 给出了精神科护理观察量表的样式。

表 B.1 精神科护理观察量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床号： 科别： 住院号：

序号 评估项目及内容 评估日期

1 肮脏

2 不耐烦
3 哭泣
4 对周围活动兴趣
5 不督促就一直坐
6 容易生气
7 听到不存在的声音
8 衣着保持整洁
9 对人友好
10 不如意便心烦
11 拒绝做日常事务
12 易激动发牢骚
13 忘记事情
14 问而不答
15 对好笑的事发笑
16 进食狼藉
17 与人攀谈
18 自觉抑郁沮丧
19 谈论个人爱好
20 看到不存在的东西
21 提醒后才做事
22 不督促便一直睡着
23 自觉一无是处
24 不太遵守医院规则
25 难以完成简单任务
26 自言自语
27 行动缓慢
28 无故发笑
29 容易冒火
30 保持自身整洁

总 评 分
签 名

备 注 严重程度：(0)无，(1)有时是或有时有，(2)较常发生，(3)经常
发生，(4)几乎总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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