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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动机对先天性小耳畸形患者心理负担#生命质量及

自我效能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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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研究内在动机对先天性小耳畸形患者心理负担'生命质量及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方法
!

选取先天性小耳畸形

患者
9"

例患者!随机分为
"

组!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研究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自我管理干预!比较
"

组干预效果&结果
!

干

预后!研究组内在动机量表"

4.4

%各维度得分及总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研究组焦虑自评量表"

7)7

%评分和抑郁自评量表"

7-7

%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生命质量及自我效能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研究组
4.4

各维度及总分与

干预后患者
7)7

'

7-7

评分呈正相关!研究组
4.4

总分及内在选择性'主观能力'压力$紧张评分与生命质量评分呈正相关#研究

组
4.4

评分与干预后自我效能感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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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呈正相关&结论
!

自我管理可改善先天性小耳畸形患者心理!提升自我效能感

与生命质量!内在动机是影响先天性小耳畸形患者自我管理效果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内在动机#

!

心理负担#

!

生命质量#

!

自我效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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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性小耳畸形是先天性颅面畸形中发病率较高的疾病#

常伴有外耳道闭锁-中耳内耳畸形和颌面部畸形等#严重影响

了患者的心理健康及生命质量'自我管理是疾病护理管理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患者的预后及身

心健康*

!

+

'本研究对先天性小耳畸形患者进行自我管理干预#

并分析内在动机对患者心理-生理及自我效能的影响#现报道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
"%!<

年
!/!"

月收治的
9"

例先天

性小耳畸形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

组#各

'<

例#

"

组在年龄-性别等方面相匹配#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具有可比性'见表
!

'本研究已获得本院伦理委

员会同意#全部研究对象均签定知情同意书'

$#/

!

入选与排除标准
!

入选标准!年龄大于或等于
!0

岁%诊

断符合先天性小耳畸形#无严重颜面部并发畸形%无其他慢性

器质性病变%依从性好%入组前无特大疾病和精神障碍史%自愿

参与并配合医务人员的指导和安排%行扩张器注水治疗'排除

标准!

"

次及以上入院治疗者%合并其他主要脏器功能障碍者%

配合性差#不愿意听从医务人员的指导和安排'

$#'

!

方法
!

对照组给予常规临床医嘱与健康教育#研究组在

对照组的基础上#进行自我管理干预培训'由经过统一专业技

能培训的副主任医师
!

名-主管护师
!

名-护师
"

名成立干预

小组#对患者进行自我干预管理'干预时间共为
<

周#每周
!

次课程#每次时间为
'G

'$

!

&第一周进行先天性小耳畸形健康

教育讲座#主要宣教先天性小耳畸形的基础知识#进行适当心

理疏导#使患者理解并接受疾病#并讲述扩张器注水治疗的相

关知识'指导患者配合手术治疗#进行科学健康护理#积极利

用各种医疗资源'$

"

&第二周进行扩张器注水指导#术后
9L

患者行第
!

次注水治疗#之后每周
!

次#每次
&NT

'护士一对

一教会家属或患者本人扩张器注水方法#以及因注水次数增加

而导致扩张器未展平-成角等的处理方法*

"

+

'$

'

&第
'

周进行

扩张中后期健康教育'在扩张中期#患者易发生擦伤-抓伤及

蚊虫叮咬等问题#因大部分患者不敢清洗扩张皮肤#易导致毛

囊炎等疾病的发生'护士应教会患者处理上述问题'首先采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9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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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ABN+BH"%!9

!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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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

碘酊涂擦#每日
"

次#对于大面积破损者应及时就诊皮

肤科'扩张后期为避免扩张皮瓣破溃-扩张器外露等情况发

生#护士应提示患者及家属禁止吸烟#扩张完成后佩戴特制的

耳罩进行保护#防止手指搔抓-创伤等引起扩张器外露*

'

+

'$

$

&

第
$

周进行心理教育'采用(面对面)(结构化)访谈模式#对患

者所面临的心理问题及压力进行系统性指导#严重心理障碍者

邀请专业心理治疗师进行治疗'$

&

&第
&

周培养患者爱好与维

持社交'采用讲座与集体干预方式#培养患者个人爱好#维持

其与家人-朋友的正常交流#降低其对家属的依赖行为#避免社

交退缩*

$

+

'$

<

&第
<

周进行体验分享及综合指导'采用集体干

预方式#邀请研究组患者分享其参与课程的体验#根据患者分

享内容进行针对性的综合指导#保证护理的有效持续'

表
!

!!

"

组研究对象一般资料比较

项目
研究组

$

+:'<

&

对照组

$

+:'<

&

!

"

"

; !

性别*

+

$

^

&+

!#%'!

%

%#%&

!

男
"9

$

9&#%%

&

"&

$

<1#$$

&

!

女
1

$

"&#%%

&

!!

$

'%#&<

&

年龄$

IWE

#岁&

'$#%!W$#&9'$#!9W'#1< %#90'

%

%#%&

病程$

IWE

#年&

$#$<W%#&9 $#<!W%#$' %#91'

%

%#%&

疾病类型*

+

$

^

&+

%#00$

%

%#%&

!

左耳先天性畸形
!1

$

&"#90

&

!0

$

&%#%%

&

!

右耳先天性畸形
!9

$

$9#""

&

!0

$

&%#%%

&

其他*

+

$

^

&+

!

有外耳道闭锁
0

$

""#""

&

1

$

"&#%%

&

%#&"9

%

%#%&

!

中耳及内耳畸形
!!

$

'%#&<

&

!"

$

''#''

&

%#$1"

%

%#%&

家属文化程度*

+

$

^

&+

%#90&

%

%#%&

!

初中及以下
""

$

<!#!!

&

"$

$

<<#<9

&

!

高中及以上
!$

$

'0#01

&

!"

$

''#''

&

$#1

!

评价指标

$#1#$

!

内在动机
!

采用内在动机量表$

4.4

&

*

&

+

#

4.4

共
!0

个

项目#分为兴趣"乐趣-内在选择性-主观能力-压力"紧张
$

个

维度#

&

级评分'其中压力"紧张维度是内在动机的负向预测

因子#采用反向计分'该量表重测信度为
%#1%"

#符合调查

要求'

$#1#/

!

心理状态
!

采用焦虑自评量表$

7)7

&-抑郁自评量表

$

7-7

&进行评定*

<

+

'其中#

7-7

共
"%

个项目#

$

级评分#总分

&'

!

<"

分为轻度抑郁#

%

<"

!

9"

分为中度抑郁#

%

9"

分为重

度抑郁%

7)7

共
"%

个项目#

$

级评分#

&%

!

&1

分为轻度焦虑#

%

&1

!

<1

分为中度焦虑#

%

<1

分为重度焦虑'

7)7

量表的

UH>@+F,GgC

#

系数为
%#01"

'

7-7

量表的
UH>@+F,GgC

#

系数为

%#09&

'

$#1#'

!

生命质量
!

采用.先天性外中耳畸形患者生命质量量

表/

*

9

+

'量表包括
'

个维度#分别为生理功能-心理功能及社会

功能#共
"%

个条目'该量表各条目按
%

-

!

-

"

-

'

-

$

等
&

级等距

标准评分#为有序分类资料'

%

-

!

-

"

-

'

-

$

级评分的意义依次为

无-很少-有时-经常-总是'评分越高#被评定者的生命质量

越差'

$#1#1

!

自我效能感量表
!

采用自我效能感量表$

(77

&#其

UH>@+F,GgC

#

系数为
%#09'

'量表共包含
!!

条题目#采用
!

!

&

级评分法#总分为各条目分数之和#分数越高#表明自我效能感

越好'该问卷测得内容效度指数$

U\4

&分别为
%#0'

和
%#1!

'

$#2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7877"%#%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及

分析'计量资料以
IWE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

检验'

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检验水准

取
#

:%#%&

'以
!

$

%#%&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

组患者的心理状态及生命质量评分
!

研究组在干预后

的
7)7

评分和
7-7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生命质量评分明显

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

!

"

组患者的自我效能评分
!

干预后#研究组自我效能各

项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

!

"

组患者的内在动机评分
!

研究组
4.4

各维度得分及总

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1

!

研究组
4.4

评分与
7)7

-

7-7

评分及生命质量相关

性
!

研究组
4.4

各维度及总分与干预后患者
7)7

-

7-7

评分

呈正相关#研究组
4.4

总分及内在选择性-主观能力-压力"紧

张评分与生命质量呈正相关'见表
&

'

表
"

!

"

组患者的心理状态及生命质量评分$

IWE

&分%

组别
+ 7)7 7-7

生理功能 心理功能 社会功能

研究组
'< ""#&9W0#<" '<#9'W0#&& "<#$"W%#19 ""#!&W%#"0 !!#1'W%#91

对照组
'< '%#%1W9#0% $%#!!W!%#<1 !9#&"W!#%' 0#&"W%#9$ <#1!W%#<"

; "%#$99 !'#!01 '#$<1 1#9$0 &#<0$

!

$

%#%&

$

%#%&

$

%#%&

$

%#%&

$

%#%&

表
'

!!

"

组患者的自我效能$

IWE

&分%

组别
+

自护技能 自护责任感 自我概念 健康知识 总分

研究组
'< '%#<0W$#<% ""#1"W"#1& "<#<1W"#1" &"#01W'#1< !"0#<"W!"#%%

对照组
'< "&#91W$#'' !9#0&W'#%& ""#"'W"#9! $0#9!W'#<% !!$#"9W!%#<!

; 9#<<$ &#&1' 1#<$0 $#%1< 0#%1"

!

$

%#%&

$

%#%&

$

%#%&

$

%#%&

$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9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TF+.BLUI?@

!

2>ABN+BH"%!9

!

\>I#!$

!

2>#"!



表
$

!!

"

组患者的内在动机评分$

IWE

&分%

组别
+

兴趣"乐趣 内在选择性 主观能力 压力"紧张 总分

研究组
'< !0#9!W'#9< !<#$'W!#9% !<#<"W"#$! !!#<%W"#90 <"#9%W'#$9

对照组
'< !'#'!W"#1% !'#"%W!#&0 !'#%1W"#"! 1#""W!#0! &%#"&W$#&$

; !!#'9< !%#%1' $#91' $#1%" 0#19'

!

$

%#%&

$

%#%&

$

%#%&

$

%#%&

$

%#%&

表
&

!!

研究组
4.4

评分与
7)7

#

7-7

评分

!!!

及生命质量评分相关性$

:

%

组别
7)7 7-7

生理功能 心理功能 社会功能

兴趣"乐趣
%#<<9 %#<0% %#'%< %#"'9 %#"90

内在选择性
%#<&1 %#<<" %#<0& %#9%1 %#<9!

主观能力
%#<90 %#<<0 %#9%" %#<09 %#<1%

压力"紧张
%#<9" %#9%" %#<&0 %#<<' %#<&<

总分
%#9!' %#9'1 %#9&0 %#9!1 %#9<<

/#2

!

研究组
4.4

评分与
(77

评分相关性
!

研究组
4.4

评分

与干预后
(77

评分呈正相关'见表
<

'

表
<

!!

研究组
4.4

评分与
(77

评分相关性$

:

%

组别 自护技能 自护责任感 自我概念 健康知识 总分

兴趣"乐趣
%#<<' %#<9" %#<90 %#<<$ %#<0"

内在选择性
%#<19 %#<0' %#<1& %#9%! %#<1'

主观能力
%#<0' %#<91 %#<0" %#<1' %#<01

压力"紧张
%#<9< %#9%! %#<<9 %#<0' %#<&1

总分
%#9'! %#9"& %#9$< %#9''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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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

先天性小耳畸形的发病率不高#但对患者的心理-生理等

影响较大#目前临床多采用定量扩张法行耳郭再造进行治疗'

该方法可获得深耳甲腔且凹凸感更明显的再造耳#这对于外观

的改善-心理负担的减轻有重要意义'但是#耳后皮肤扩张期

间并发症发生率较高#但患者及家属对于自身管理方法了解较

少#导致患者自我护理行为及家属的照顾能力普遍较低'研究

显示#自我管理水平的提升有助于疾病的控制*

0

+

'自我管理强

调个体对维护自身健康的责任#患者自身因素对自我管理的实

施具有重要影响#患者的内在动机水平是重要因素之一'自我

决定理论认为#个体行为的动机可分为外在动机与内在动机#

内在动机起源于能力-关系与自主
'

种心理需要*

1

+

'内在动机

较强的个体有较高的主观能力感#更适应自主支持型而非控制

型的互动方式'内在动机理论已广泛应用于管理与教育领域#

但在医疗领域还缺乏应用#仅在某些研究$如戒烟干预&中#可

以看到内在动机对参与者的重要影响'基于上述因素#本研究

探讨患者自我管理的干预效果及患者内在动机的影响作用#以

期为临床实践提供依据'

!!

本研究结果显示#干预后研究组患者
7)7

-

7-7

评分均低

于对照组#表明自我管理干预对于改善患者的不良心理情绪-

减轻患者心理压力具有积极影响'研究组患者
(77

及生命质

量各维度评分及总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表明自我管理干预有

助于提高患者自我效能#改善患者的生命质量'研究组
4.4

各维度及总分与干预后患者
7)7

-

7-7

评分呈正相关%研究组

4.4

总分及内在选择性-主观能力-压力"紧张评分与生命质量

评分呈正相关%研究组
4.4

评分与干预后
(77

评分呈正相关'

由于受疾病及负性情绪的影响#患者往往存在适应障碍#在自

我管理中常产生习惯性无助-缺乏积极管理疾病的欲望和意

识'内在动机作为自主型动机#能够促进积极情感-认知和行

为的发展'采取积极态度的患者能够理性接受患病事实#更好

地配合医务人员的安排#并有效利用各种医疗及社会资源#建

立促进疾病康复的生活方式#显示出较高的自我效能'患者自

我效能水平越高#其康复行为的采取-维系与努力程度越高#更

有利于提高生存技能#改善生命质量'

!!

综上所述#自我管理可改善先天性小耳畸形患者的心理#

提升自我效能感与生命质量#患者的内在动机是影响自我管理

效果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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