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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究阿尔茨海默病"

/:

$患者照料者的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

对
/:

照料者进

行症状自评量表"

4&"#5,

$(扎瑞特照料负担量表"

e9!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44W4

$评定!对患者做简易精神状态检

查表"

XX43

$(日常生活功能量表"

/:"

$及神经精神科问卷"

Z[!

$调查!并对各组照料者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

素进行比较分析%结果
!

"

$

$

$5)

例
/:

照料者
4&"#5,

总分"

$**+1.\$-+-%

$分及其躯体化(抑郁(恐怖得分明显

高于中国常模"

6<*+*%,

!

B

%

,+,-

$!其中躯体化(饮食睡眠(强迫得分高居前三位%住院组(家庭组及机构组
4&"#

5,

总分及各因子得分"敌对除外$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4<.+.%,

!

B

%

,+,$

$!其中住院组
4&"#5,

总分明显低于家

庭组"

6<_*+-)-

!

B

%

,+,-

$!机构组与其他
)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

$%"

)

$

/:

照料者
4&"#5,

总分与照料

时间(

44W4

评分呈正相关"

B

%

,+,-

$!与照料者年龄(是否家属(躯体疾病(

e9!

评分呈明显正相关"

B

%

,+,$

$%住

院组和家庭组
4&"#5,

总分均与
e9!

总分呈明显正相关"

B

%

,+,$

$!与主观支持呈明显负相关"

B

%

,+,$

$!机构组

4&"#5,

总分则与
e9!

(

44W4

得分相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B

#

,+,-

$%"

*

$

e9!

总分(个人负担(照料者躯体疾

病(照料者年龄是
/:

照料者
4&"#5,

总分得分的主要预测因子%结论
!

/:

照料者存在明显心理健康问题!其主

要影响因素是照料负担%

"关键词#

!

阿尔茨海默病#

!

照料者#

!

心理健康#

!

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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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痴呆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

.-

岁以上老年人的痴

呆患病率为
1+%T

#其中患病首位是阿尔茨海默病$

/:

&

+

$

,

*

目前没有治疗
/:

的较好方法#照料者虽对患者进行精心护

理#但患者的症状却持续性加重#导致照料者承受巨大压力而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GQX@2&BJK

!

/H

7

H(D),$-

!

Y?B+$)

!

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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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谭小林#男#主任医师#本科#主要从事老年精神医学方面的临床研究*



使心理问题的发生率逐年增高+

)

,

*研究表明#照料者因照料行

为所造成的心理障碍高达
1,T

+

*

,

*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和空巢

家庭的格局#越来越多的
/:

患者入住医疗和养老机构接受专

业照料服务+

=#-

,

*因此#本研究从不同居住环境着手探讨照料

者的心理健康及影响因素#以期对照料者的心理问题及时发现

和干预*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

$)

月本中心住院)门诊)同

期同地区养老机构中临床确诊的
/:

患者的照料者
$5)

例为

研究对象*纳入标准!$

$

&属于患者的主要照料者#若同时有几

个照料者#则根据实际情况选定
$

名照料时间最长的照料者作

为主要照料者%$

)

&年龄不低于
$%

岁#照料时间不低于
*

个月#

照料者平均每周照料患者
-2

以上#每天平均不少于
%E

%$

*

&

照料者对整个家庭情况)患者疾病情况较为了解#能提供全面

可靠的信息*

/:

患者符合美国国立神经病学)语言障碍和卒

中研究所
#

老年痴呆及相关疾病学会$

Z!Z&:4#/:W:/

&和

d]b

颁布的2国际疾病分类3$

!&:#$,

&的
/:

诊断标准#年龄

.,

'

5,

岁#病程不低于
.

个月+

.#1

,

*排除不能理解本研究问卷

内容#不愿意配合调查者*参加研究前#每名受试者都要签署

知情同意书或口头同意*符合入组条件的照料者#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5%\%+.1

&岁%受教育年限

,

'

$1

年#平均$

.+=1\*+-%

&年*患者中男
..

例#女
$).

例%年

龄
.,

'

5=

岁#平均$

1)+--\1+5,

&岁%受教育年限
,

'

$.

年#平均

$

.+--\=+$1

&年*按居住环境不同分为
*

组!住院组
.*

例#家

庭组
.=

例#机构组
.-

例*

*

组照料者及其患者在性别构成)年

龄分布)教育程度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B

#

,+,-

&*

$+/

!

方法
!

采取问卷方式调查#匹配病例对照研究*参考孙

振球老师主编的2医学统计学3第
)

版中样本量估计方法$样本

含量可取分析变量的
-

'

$,

倍&#确定抽取的
/:

患者照料者

样本量为
$5-

例+

%

,

*根据本研究的实际情况#按就诊线索收集

/:

患者#采用方便取样#当场发放调查问卷#由经培训的调查

员进行现场调查#并指导照料者进行自评#

.,

'

%,8JK

内完成

问卷后当场收回问卷*共计发放问卷
$5-

份#回收有效
$5)

份#总体回收率
5%+=.T

*主要观察指标为
/:

患者及其照料

者的一般人口学资料和照料者的心理健康状况*

$+'

!

工具
!

$

$

&一般情况问卷!包括
/:

患者及其主要照料者

的社会人口学资料和疾病情况#如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

情况等*$

)

&症状自评量表$

4&"#5,

&用于评价
/:

照料者的心

理健康状况#共有
5,

个条目#包括
$,

个因子#分别是躯体化

$

$)

项&)强迫症状$

$,

项&)人际关系敏感$

5

项&)抑郁$

$*

项&)

焦虑$

$,

项&)敌对$

.

项&)恐怖$

1

项&)偏执$

.

项&)精神病性

$

$,

项&和其他$

1

项&

+

5

,

*

4&"#5,

总分为
5,

个项目所得分之

和#反映心理健康状况的总体水平#总分越高#说明心理健康的

总体水平越低#反之#其心理健康的总体水平越高*$

*

&扎瑞特

照料负担量表$

e9!

&用于评价照料者的护理负担+

$,

,

*$

=

&社会

支持评定量表$

44W4

&用于评定照料者在社会中所获得的支

持+

$$

,

*$

-

&简易智力状态检查$

XX43

&)日常生活功能量表

$

/:"

&)神经精神科问卷$

Z[!

&分别用于评定患者的痴呆严重

程度)患者躯体功能状况)患者精神行为症状+

$)#$*

,

*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4[44$5+,

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及统

计学分析#描述
4&"#5,

中的总分及各因子得分采用
1\'

表

示#被调查者各组之间的心理健康状况比较采用方差分析#组

间两两比较采用
4Z0

检验#与常模进行比较采用
6

检验#对被

调查者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采用相关分析和多元逐步回

归分析*

/

!

结
!!

果

/+$

!

$5)

例
/:

照料者
4&"#5,

评分情况
!

$5)

例
/:

照料者

4&"#5,

总分及其躯体化)抑郁)恐怖得分明显高于国内成人常

模$

B

%

,+,-

&#人际)敌对)偏执得分明显低于常模值$

B

%

,+,-

&#强迫)焦虑)精神病性得分与常模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B

#

,+,-

&*见表
$

*各组间比较#

4&"#5,

总分及各因子得分

$敌对得分除外&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B

%

,+,-

&#其中住院组

4&"#5,

总分明显低于家庭组$

B

%

,+,-

&#与机构组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B

#

,+,-

&#家庭组
4&"#5,

总分与机构组差异也无统

计学意义$

B

#

,+,-

&*住院组强迫)焦虑得分明显低于家庭组

$

B

%

,+,-

&#躯体化)其他)抑郁得分明显低于机构组$

B

%

,+,-

&%家庭组强迫)人际)恐怖)偏执)精神病得分明显高于机

构组$

B

%

,+,$

&#躯体化)饮食睡眠得分明显低于机构组$

B

%

,+,$

&*见表
)

*

表
$

!

$5)

例
/:

照料者
4&"#5,

评分与中国常

!!!

模比较%

1\'

'分&

项目
/:

照料组

$

%<$5)

&

常模

$

%<$*%%

&

6 B

4&"#5,

总分
$**+1.\$-+-% $)5+5.\*%+1. *+*%, ,+,,$

躯体化
$+%1\,+*. $+*1\,+=% $5+*55 ,+,,,

强迫
$+-1\,+*= $+.)\,+-% _$+5*% ,+,-=

人际
$+)%\,+** $+.-\,+-$ _$-+-11 ,+,,,

抑郁
$+-.\,+** $+-,\,+-5 )+-=% ,+,$)

焦虑
$+*.\,+)5 $+*5\,+=* _$+-=) ,+$)-

敌对
$+*)\,+*. $+=%\,+-. _-+5=% ,+,,,

恐怖
$+*,\,+=, $+)*\,+=$ )+=5) ,+,$=

偏执
$+$1\,+*, $+=*\,+-1 _$$+1,* ,+,,,

精神病性
$+)-\,+)% $+)5\,+=) _$+5$- ,+,-1

饮食睡眠
$+%=\,+=* _ _ _

!!

注!

_

表示无数据*

/+/

!

影响
/:

照料者
4&"#5,

评分的单因素相关分析
!

$5)

例
/:

照料者
4&"#5,

总分得分与照料时间)

44W4

评分呈正相

关$

B

%

,+,-

&#与照料者年龄)是否家属)躯体疾病)

e9!

评分呈

明显正相关$

B

%

,+,$

&*住院组
4&"#5,

总分得分与照料者年

龄)照料时间)是否家属呈明显正相关$

B

%

,+,-

&#与
e9!

总分

呈明显正相关$

B

%

,+,$

&#与
44W4

总分得分相关差异无统计

学意 义 $

B

#

,+,-

&#与 主 观 支 持 得 分 呈 明 显 负 相 关

$

5<_,+*,5

#

B

%

,+,$

&*家庭组
4&"#5,

总分得分与照料者

躯体疾病)患者
Z[!

得分呈明显正相关$

B

%

,+,-

&#与患者

XX43

得分呈明显负相关$

B

%

,+,-

&#与
e9!

总分)个人负担

$

5<,+%%=

&)责任负担$

5<,+%)%

&各维度呈明显正相关$

B

%

,+,$

&#与社会支持总分)主观支持因子得分$

5<_,+*--

&呈明

显负相关$

B

%

,+,-

&*机构组
4&"#5,

总分得分与
$.

个分析

变量相关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

&#其中强迫)人际)焦

虑)敌对得分分别与患者病程$

5<,+).%

&)照料者收入$

5<

,+)1.

&)患者
Z[!

得分$

5<_,+)%)

&)患者年龄$

5<_,+*,$

&

呈明显相关$

B

%

,+,-

&#焦虑得分与责任负担呈明显呈负相关

$

5<_,+)-,

#

B

%

,+,-

&*见表
*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GQX@2&BJK

!

/H

7

H(D),$-

!

Y?B+$)

!

Z?+$.



/+'

!

影响
/:

照料者
4&"#5,

评分的多因素回归分析
!

以

4&"#5,

总分得分为因变量#以经相关分析有意义的变量$照料

者年龄)照料时间)是否家属)照料者躯体疾病)

e9!

评分)

44W4

评分&为自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有
-

个变量进

入总体回归方程#

5<,+.-*

#

5

)

<,+=)1

#方程检验
4<*=+%,5

#

B<,+,,,

*可见#

e9!

总分)个人负担)照料者躯体疾病)照料

者年龄是
/:

照料者
4&"#5,

总分得分的主要预测因子*见

表
=

*

表
)

!

*

组
4&"#5,

评分比较%

1\'

'分&

项目 住院组$

%<.*

& 家庭组$

%<.=

& 机构组$

%<.-

&

4 6$ 6) 6*

4&"

总分
$)%+%5\$=+15 $*%+1,\$.+-) $**+.$\$*+55

.+.%,

Q

_*+-)-

Q

_$+%-% $+%%5

躯体化
$+%*\,+)% $+1$\,+*) )+,.\,+*%

$1+%*.

Q

)+)-5

G

_*+1*,

Q

_-+-*)

Q

强迫
$+=%\,+)5 $+1.\,+*- $+=%\,+)5

$1+,=)

Q

_=+%)5

Q

,+$-,

=+5%%

Q

人际
$+)1\,+*% $+=$\,+*$ $+$1\,+)*

5+=-$

Q

_)+$-5

G

$+5,1

=+51=

Q

抑郁
$+=1\,+). $+-1\,+*. $+.=\,+*=

=+**$

G

_$+%)$

_*+$*.

Q

_$+,-5

焦虑
$+)5\,+)% $+=*\,+*, $+*=\,+)%

*+.*5

G

_)+-55

G

_,+%5= $+11.

敌对
$+)5\,+*- $+*.\,+*5 $+*)\,+*= ,+1=- _$+$%5 _,+.** ,+.$=

恐怖
$+)=\,+** $+-*\,+-, $+$=\,+)*

$%+5-,

Q

_*+15%

Q

)+,*,

G

-+.-)

Q

偏执
$+$.\,+)5 $+**\,+*% $+,*\,+,1

$5+1.1

Q

_)+%-5

Q

*+-5)

Q

.+=5*

Q

精神病性
$+$%\,+)* $+=)\,+*- $+$-\,+$-

)$+$..

Q

_=+-$%

Q

,+5$5

-+1,,

Q

饮食睡眠
$+15\,+=$ $+.-\,+*1 )+,%\,+*5

),+1,5

Q

$+5-5

_=+$51

Q

_.+=$)

Q

!!

注!经方差分析及
4Z0

检验#

G

B

%

,+,-

#

Q

B

%

,+,$

*

4

为
*

组间比较%

6$

为住院组与家庭组比较%

6)

为住院组与机构组比较%

6*

为家庭组与机

构组比较*

表
*

!

影响
/:

照料者
4&"#5,

评分的单因素相关分析

项目 照料者性别 照料者年龄$岁&教育程度$年& 照料时间$月& 是否家属 人均月收入$元& 躯体疾病 支付方式

住院组
_,+,1.

,+=1*

Q

_,+,$,

,+*),

G

,+*,5

G

,+,$, ,+$1$ _,+)*.

家庭组
,+$,* ,+$-% _,+$$= ,+$$) ,+$5= _,+$.5

,+*15

Q

,+,,-

机构组
,+,$. ,+,1$ _,+$,. _,+,11 _ ,+$,- ,+$$% ,+,=,

总体
,+,$)

,+)$%

Q

,+,**

,+$-5

G

,+)55

Q

,+,=*

,+)$.

Q

_,+,5.

!!

注!

G

B

%

,+,-

#

Q

B

%

,+,$

%

_

表示无数据*

续表
*

!

续影响
/:

照料者
4&"#5,

评分的单因素相关分析

项目 患者性别 患者年龄$岁& 病程$月&

XX43

评分
/:"

评分
Z[!

评分
e9!

评分
44W4

评分

住院组
,+,)5 ,+,-- ,+,-1 ,+,,$ ,+,*. _,+$$-

,+1%-

Q

_,+))1

家庭组
_,+,,= ,+,=% _,+$))

_,+)1.

G

,+$1*

,+*-$

Q

,+5)=

Q

_,+)%%

G

机构组
_,+,-1 _,+$)1 ,+,1= _,+,*% ,+$** _,+,.1 ,+,$$ ,+$*)

总体
_,+,*, _,+,,) _,+,*$ _,+,=* ,+,-1 ,+,5=

,+.,-

Q

_,+$1$

G

!!

注!

G

B

%

,+,-

#

Q

B

%

,+,$

%

_

表示无数据*

表
=

!

影响
$5)

例
/:

照料者
4&"#5,

评分的多因素回归分析

影响因素 回归系数 标准误 标化回归系数
6 B

照料者年龄
,+$5- ,+$,* ,+$,% $+%%* ,+,.$

照料者躯体病
=+.5% $+51, ,+$*5 )+*%= ,+,$%

e9!

总分
$+$$% ,+$.5 $+$$* .+.$, ,+,,,

个人负担
_$+$)* ,+*)* _,+-5* _*+=1. ,+,,$

'

!

讨
!!

论

'+$

!

/:

照料者的心理健康状况评价
!

大量研究结果显示#

/:

照料者的心理健康状况明显不良#主要表现为情绪方面的

问题#如焦虑)抑郁)躯体不适等+

$=

,

*国内外研究结果均证实#

/:

照料者的心理健康状况普遍比非
/:

照料者差+

$-#$.

,

*本

研究结果显示#

/:

照料者
4&"#5,

总分得分及其躯体化)抑

郁)恐怖得分均明显高于中国常模$

B

%

,+,-

&#其中躯体化)饮

食睡眠)强迫因子得分依次位居前三位#提示本地区
/:

照料

者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差#躯体不适症状及抑郁情绪发生率高#

此与文献报道相一致*其次发现#各组照料者
4&"#5,

总分得

分及各因子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B

%

,+,$

&#说明不同居

住条件下照料者的心理健康水平是有明显差异的*本研究结

果显示#家庭照料者的心理健康状况最差$

B

%

,+,-

&*分析原

因#家庭组以家属为主要照料者#这些家属往往文化程度较高#

经济收入也高#但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家属不愿意将患者

送入医院或养老机构接受治疗和照顾*由于患者患病时间长#

照料时间也长#照料者的经济和身体负担加重#心理健康水平

更低+

$1

,

*家庭功能研究表明#居家
/:

照料者的家庭功能相

对较差#在遇到困难时#可能无法从家庭成员中获得满意的帮

助#无法和家人分担照料压力#较少获得情感支持+

$%

,

*结果表

明#机构组的躯体化)饮食睡眠得分明显高于其他两组#机构组

抑郁得分甚至高于住院组$

B

%

,+,-

&#提示养老机构作为社会

养老的重要支持力量#也存在突出的照料压力#需要政府和社

会的高度重视*在养老机构#由于家属的期望值较高#家属常

会以主导者身份对护理员提出不切实际的特殊要求#导致照料

者精神压力明显增加*

/:

患者的激越行为也会明显加重照

料者的护理难度#这种行为使
/:

患者间相互影响#也可能给

对方造成伤害#所以机构照料者对
/:

患者激越行为比社区和

家庭更为苦恼#需要家属和机构管理者的理解和支持+

$5

,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GQX@2&BJK

!

/H

7

H(D),$-

!

Y?B+$)

!

Z?+$.



其次#居家照料者因为不能全身心地照料患者#而将患者

送入专业机构照料#由于是机构管理支付薪酬给照料者#护患

双方不易产生经济上的纠纷和摩擦#照料者也容易得到因完成

照料患者任务获得家属和管理者的认可#家属的满意度也较

高*住院
/:

患者的照料者多数为护工#经济关系发生于护患

之间#由于家属的期望值较高#以及对护理者的信任感不高#容

易产生矛盾和冲突#同时来自院方管理者的要求和规定#自然

也给
/:

照料者增加了心理上的负担*与之相反#住院患者因

接受医院的专业治疗和护理#患者病情得到改善#家属有更多

的时间和精力做自己的事情#能够减少家庭照料者的压力*也

有学者认为#

/:

患者即使从居家照料的形式转为养老院"护

理院照料等专业机构照料的形式#照料者的负担不会完全缓

解#而是持续存在#并引起一些新的照料问题+

),

,

*

'+/

!

/:

照料者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
!

从照料者依赖因素

看#

/:

照料者
4&"#5,

总分与照料者年龄)是否家属)躯体疾

病)照料时间呈明显正相关$

B

%

,+,-

&#说明照料者的身体状

态是影响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照料者年龄越大#躯体和心理

健康越差#配偶比子女)儿媳)女婿等其他亲属提供更多的照

料#经济和身体负担更重#心理健康水平更低+

$.#$1

,

*有研究通

过主客观测量#包括激素水平)抗体和药物使用情况#发现
/:

照料者比非
/:

照料者的身体状况更差+

)$

,

*由于照料时间越

长#与外界接触减少#日积月累就会出现社交孤立)精神压抑*

研究表明#每天照料时间少于
=E

其负担水平最低#或每天从

痴呆照料工作中放松
*E

以上#负担明显下降+

))

,

*因此#探索

如何减少
/:

照料者直接照料时间#有助于减轻
/:

照料者负

担#促进心理健康*回归分析得出#照料负担是
4&"#5,

总分

得分的主要预测因子#照料负担越重#心理健康受损越明显#此

与兰志敏等+

$=

,的研究结果一致*对于专业医疗机构#照料任

务能够得到合理的分配#医护人员给予有效的药物治疗和行为

干预#可以有效控制
/:

患者的紊乱行为和精神症状#故能减

轻照料者的照料负担+

)*

,

*

总之#不同照料环境的
/:

照料者均存在明显心理健康问

题#其主要影响因素是照料负担*合理安排照料时间)积极治

疗
/:

患者均有助于促进照料者身心健康#从而提高生活

质量*

志谢!本研究得到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曹国兴)陈恳)罗英

茂)陈非)蒋平静)周建初)廖春梅)张代江)蒋振虹)蒋国庆)余

雪芹)廖慧黠)彭晶晶)胡舒)李华平等医务人员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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