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者的基本心理需求*

>

+

)对患者进行睡眠质量干预#对患者进行

音乐疗法#不仅能放松患者紧张心情#而且还能转移患者的注

意力#让患者尽快入睡*

0

+

)另外#研究还发现试验组患者出现

皮肤,呼吸道,切口,泌尿道感染的概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9":

%)

8<=

护理人员通过技能培训后护

理水平有所提高#严格按照无菌操作#不仅提高了护理质量#而

且大大降低了患者的感染率*

/

+

)试验组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

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9":

%)通过综

合护理干预后#患者的焦虑,抑郁的消极情绪得到有效缓解#睡

眠质量有所提高#且护理后发生皮肤感染,切口感染,呼吸道感

染,泌尿道感染的患者较少#护理质量有所提高#因此患者对护

理工作的满意度较高*

$"

+

)

综上所述#

8<=

重症患者应用综合护理干预后#患者的焦

虑,抑郁的消极情绪得到有效缓解#睡眠质量得到改善#有效避

免了皮肤,切口,呼吸道等感染#护理质量有所提高#患者的生

活质量有所改善#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较高#此护理方法

可在临床上推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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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症状性透明隔囊肿人群的心理状态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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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武警总队医院'

$9

脑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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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科!沈阳
!

$$""1!

#

!!

#摘要$

!

目的
!

对非症状性透明隔囊肿患者的心理状态进行调查%方法
!

采用
/"

项症状清单"

)<;7/"

#和明

尼苏达多项人格调查表"

((38

#为测量工具!对
1!

例透明隔囊肿患者的心理状态进行调查!使用描述性分析对所

得结果进行统计学处理%结果
!

1!

例透明隔囊肿患者中
#"

例有不同程度的心理或精神问题!占
:090#_

%其中
1

例有较重的心理问题!占总人数的
090#_

&

$>

例患有精神疾患问题!占总人数的
:"_

%结论
!

应加强对非症状性

透明隔囊肿患者的心理重视!针对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患者!采用相应的策略以解决他们的心理或精神问题%

#关键词$

!

透明隔囊肿&

!

心理状态&

!

调查研究

!"#

!

$%&'()(

"

*

&+,,-&$)./0(122&/%$2&/$&%21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7/!::

"

#"$:

#

#$71#%!7"#

!!

透明隔囊肿$

)3<

%是由位于大脑两侧脑室之间的透明隔

腔内含囊液形成)透明隔囊肿分为症状性和非症状性两种*

$

+

#

临床研究表明症状性透明隔囊肿可引起头痛,癫痫*

#

+

,二级精

神障碍等*

1

+

#但对非症状性透明隔囊肿的研究较少#特别是对

其心理状态的调查研究还没有见到报道)

#"":

年#本院对

:$0%

例年龄在
$0

$

#"

岁的男性青年进行体检#头部做
<&

扫

描#发现有
1!

例具有透明隔囊肿#其发生率为
$9/>_

#囊肿的

横径均在
1

$

:MM

#在影像学上符合透明隔囊肿的诊断*

!

+

)对

这些无症状性透明隔囊肿人群进行心理测试和评估#具体情况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9$

!

一般资料
!

#"":

年#本院对
:$0%

例年龄在
$0

$

#"

岁的

男性青年进行体检#头部做
<&

扫描#发现有
1!

例具有透明隔

囊肿#囊肿的横径均在
1

$

:MM

)

$9/

!

方法
!

采用
/"

项症状清单$

)<;7/"

%和明尼苏达多项人

格调查表$

((38

%为测量工具#

/"

项症状清单共有
/"

个项目#

其中包括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

执,精神病性
/

个维度#每个维度采用
$

$

:

的
:

级评分#即
$[

没有,

#[

很轻,

1[

中等,

![

偏重,

:[

严重#分数越高表明个体

的心理状况越不健康)

((38

量表共包括
$!

个量表#其中临

床量表
$"

个#效度量表
!

个)临床量表包括疑病$

,H

%,抑郁

$

'

%,癔症$

,

.

%,精神病态$

3L

%,男子气
7

女子气$

(K

%,偏执

$

3E

%,精神衰弱$

3C

%,精神分裂症$

3C

%,轻躁狂$

(E

%,社会内向

$

)F

%#分量表的得分在
%"

分以上#便视为可能有病理性异常表

现或某种心理偏离现象)

$9'

!

统计处理
!

使用
)3))$19"

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处理#主

要使用描述分析中的频度分析)

/

!

结
!!

果

/9$

!

透明隔囊肿患者心理状态的频数分析
!

结果显示
1!

例

患者
)<;7/"

因子分高于
#

分的有
$"

例#占总人数的
#/9

!$_

#各因子项的阳性检测率见表
$

)

/9/

!

透明隔囊肿患者精神状态的频数分析
!

1!

例患者在

-

!%#1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I(?L<AFG

!

U6Q?MI?B#"$:

!

V6A9$#

!

U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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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量表上的分值高于
%"

分的有
$>

例#占总人数的

:"_

#各项目的检测率见表
#

)从表
#

中可以看出#抑郁维度

上出现的频数高#揭示产生情感障碍的患者较多)

表
$

!

透明隔囊肿患者在
)<;7/"

各维度上的频数分析

项目 躯体化 强迫 人际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频数
! ! ! # # : $ ! #

百分比$

_

%

$$9>% $$9>% $$9>% :900 :900 $!9>$ #9/! $$9>% :900

表
#

!

透明隔囊肿患者在
((38

各量表上的频数分析

项目 疑病 抑郁 癔病 精神病 男,女子气 妄想 精神衰弱 精神分裂症 轻躁狂 社会内向

频数
> $" % / $ # : # ! :

百分比$

_

%

#"9:/ #/9!$ $>9%: #%9!> #9/! :900 $!9>$ :900 $$9>% $!9>$

/9'

!

透明隔囊肿患者心理健康与精神状态综合检测
!

对每位

患者进行综合分析#有症状患者共有
#"

例#占总人数的

:090#_

)在这些患者当中#有
1

例仅在
/"

项症状清单的强迫

倾向,人际敏感,敌对
1

个维度上显示较高分值$

#9!>

$

#90"

%#

但在
((38

各维度上无症状显示#揭示此
1

例患者有心理问

题(

$"

例在
((38

所有维度上显示很高的分值$

%19>%

$

0/91%

%#揭示他们患有精神问题(

>

例在两个量表上均显示很

高的分值#根据两个量表临床使用的严重程度#揭示他们患有

的是精神问题)在
1!

例透明隔囊肿患者中
1

例有较重的心理

问题#占总人数的
090#_

(

$>

例患有精神疾患问题#占总人数

的
:"_

)

'

!

讨
!!

论

透明隔位于两侧侧脑室之间
9

由两层垂直分割的薄板组

成)从侧方看#透明隔呈三角形#三角形的底在前方)三角形

的尖指向后方*

:

+

)透明隔上方与胼胝体干的下表面相贴#后下

方为前部穹隆#前下方为胼胝体嘴的上表面#正前方为胼胝体

膝部)大体上说#透明隔腔的上方为胼胝体#下方为穹隆)

)EBJEB

*

%

+认为#透明隔是边缘系统的一部分)透明隔的两层垂

直分割的薄板通常融合#有时透明隔两层之间可存在间隙#透

明隔囊肿在成年人中枢系统疾病中的发病率大约为
"9>1_

#主

要依靠影像检查而发现*

>

+

)成人中约有
$:_

存在无症状的透

明隔腔双壁间积集液体表现*

0

+

)

本研究对
:$0%

例地方青年进行了体检#发现存在
1!

例

非症状性透明隔囊肿患者#这与以往研究认为非症状性透明隔

囊肿发生率较低具有一致性*

/

+

)对
1!

例非症状性透明隔囊肿

患者进行心理调查#发现
:090#_

的患者有不同程度的心理或

精神问题)在这些存在心理问题的患者当中#

$:_

的患者存在

较重的心理问题#而
>:_

的存在精神问题#且抑郁情绪较为突

出)这与临床研究认为透明隔囊肿的形成与抑郁症发病有关

的结论有一致性*

/

+

)本研究发现非症状性透明隔囊肿患者存

在一定程度的心理,精神问题)因此#应加强对非症状性透明

隔囊肿患者的心理关注#对存在心理问题的患者#应加强心理

疏导#做好心理干预工作(对存在精神问题的患者#应加强监

管#尽早使用药物治疗#以免产生更严重的问题)潜化的透明

隔腔可演变为交通性透明隔囊肿#也可演变为膨胀性透明隔囊

肿#即为张力性透明隔囊肿#可产生比较严重的临床症状#往往

需要手术才能得以解决*

$"

+

#神经内窥镜是治疗症状性透明隔

囊肿的简洁,有效,安全的方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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