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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前瞻性研究Colaizzi现象学视角下老年呼吸衰竭患者主要照顾者的心理负荷及照顾能力。
方法 选取2022年1—10月该院收治的15例老年呼吸衰竭患者的主要照顾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质性研究

法对15例照顾者进行半结构式访谈,采用Colaizzi现象学7步分析法分析访谈录音内容,从宏观、中观、微观3
个角度去分析问题,总结照顾者所遇到的难题;比较照顾者在照顾前后家庭照顾者照顾能力量表、自我感受负

担量表的评分差异。结果 与照顾前相比,照顾者在照顾后的实现价值、渴求支持、失去自我、负担过重等评分

均明显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照顾前比较,照顾者照顾后的自我负担感受情况评分均有升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通过Colaizzi现象学视角下分析老年呼吸衰竭患者的主要照顾者心理

负担及照顾能力,为改善老年呼吸衰竭主要照顾者的心理负担和生活质量提供指导,对减少不良事件的发生有

重要意义。
关键词:照顾能力; 心理负担; 主要照顾者; 呼吸衰竭; Colaizzi现象学

中图法分类号:R47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9455(2023)18-2762-03

  呼吸衰竭是一种进展性临床综合征,是大多数呼

吸系统疾病的终末阶段。呼吸衰竭患者的日常生活

能力严重受限,呼吸衰竭患者的照顾者在承受沉重经

济负担的同时还需承受照顾重任,容易出现各种精神

压力,严重影响了患者照顾者的照顾结局和患者的疾

病结局[1-2]。Colaizzi分析法是定性访谈资料常用的

分析方法,定性访谈资料的分析、整理和收集是同时

进行的,属于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3]。本课题通过对

本院呼吸衰竭患者主要照顾者进行半结构式访谈,运
用Colaizzi现象学7步分析法分析访谈资料,分析老

年呼吸衰竭患者主要照顾者的心理负荷及照顾能力,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22年1—10月本院收治的

15例老年呼吸衰竭患者的主要照顾者作为研究对象。
采用质性研究法对15例照顾者进行半结构式访谈。
排除标准:(1)雇佣关系;(2)本研究中途退出者;(3)
近3个月受到重大打击者。纳入标准:可明确语言表

达,意识清晰;照顾时间超过3个月;临床确诊为呼吸

衰竭的高龄患者的照顾者。
1.2 方法

1.2.1 半结构式访谈方法 根据照顾者的体验负担

制订访谈内容。根据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回顾文献,对
访谈提纲进行多次研讨:(1)照顾呼吸衰竭老年患者

的不同阶段,有何感受? (2)家属患病对照顾者的日

常生活有无影响? (3)在照顾过程中感到最无法解决

的问题;(4)解决问题的具体方式? (5)对患者的未

来、康复、治疗有何愿望;(6)希望获得的具体帮助细

节;(7)业余生活怎样规划。
1.2.2 资料收集方法 访谈前向研究对象说明研究

内容、目的、方法和意义等,承诺保护研究对象隐私,
获得研究对象同意。访谈时选择安静的活动室进行,
访谈时进行录音。
1.2.3 资料分析方法 采用Colaizzi现象学7步分

析法分析访谈录音内容:(1)阅读原始资料;(2)临床

价值陈述分析;(3)意义提炼、归纳;(4)主题形成,寻
找意义的概念或共性;(5)完整陈述研究现象及主题;
(6)主题升华、相似概念辨别;(7)得出结果后返回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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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访谈者。从宏观、中观、微观3个角度去分析问题,
总结照顾者所遇到的难题。
1.3 观察指标 (1)家庭照顾者照顾能力量表:分析

照顾者在照顾(探视)的过程中出现的实现价值、渴求

支持、失去自我、负担过重等评分,评分标准为0~50
分。(2)自我感受负担量表:包括身体负担、情感负

担、经济负担,每项10个条目,每个条目1~5分,总
分为10~50分[4]。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21.0进行数据处理。
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x±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

用t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照顾者在照顾前后照顾能力量表各项指标评分

比较 与照顾前相比,照顾者照顾后的实现价值、渴
求支持、失去自我、负担过重等评分均明显增高,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照顾者在照顾前后照顾能力量表各项指标评分

   比较(x±s,分)

时间 n 实现价值 渴求支持 失去自我 负担过重

照顾前 15 11.2±1.5 12.4±1.7 10.2±1.2 13.2±1.3
照顾后 15 23.5±3.4 22.4±2.4 24.1±3.0 23.4±1.2
t -12.82 -13.17 -16.66 -22.33
P <0.01 <0.01 <0.01 <0.01

2.2 照顾前后自我感受负担量表评分比较 与照顾

前相比,照顾者照顾后的自我负担感受情况评分均明

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照顾前后自我感受负担量表评分比较(x±s,分)

时间 n 身体负担 情感负担 经济负担

照顾前 15 6.4±1.5 10.4±1.3 12.4±1.2

照顾后 15 12.7±2.6 22.4±2.7 16.4±3.1

t -8.13 -15.51 -4.66

P <0.01 <0.01 <0.01

2.3 呼吸衰竭老年患者主要照顾者的照顾负担难

题 呼吸衰竭老年患者主要照顾者所遇到的主要照

顾负担难题见图1。

图1  呼吸衰竭老年患者主要照顾者的照顾负担难题

3 讨  论

美国家庭照顾者支持法案在20世纪初认为需要

为失能人员在居家环境中提供经济、情感、生活照顾

者[5-7]。照顾者在呼吸衰竭患者的情感支持、心理支

持、生活护理、饮食及服药管理、监测呼吸衰竭患者症

状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3,8]。国内外许多研究者分

析了照顾慢性病患者的负荷,慢性病包括心血管病

变、传染病、老年痴呆、呼吸系统病变、恶性病变患者

晚期[1,9-10]。江斓燕等[11]研究表明超过半数的家属照

顾负荷过高。XIONG等[12]也指出日常生活护理繁

重会严重影响照顾者的身心健康。有研究采用照顾

者压力量表,共13个条目,从心理、工作、身体、社交、
经济等方面监测照顾者的照顾负荷,结果发现在照顾

过程中家庭照顾者的照顾压力较大[11,13]。朱博等[14]

报道,照顾者的照顾负担超过60%。GUPTA等[15]

研究发现,在对患者的实际照顾中,不可忽视照顾者,
也需顾及其感受。李艳等[16]研究发现,心、肾疾病患

者的家属照顾者生活质量较低,其承受 的 负 荷 更

高[16-17]。
本研究与 NADIG等[18]的研究结果大体一致。

本课题通过对本院呼吸衰竭患者主要照顾者进行半

结构式访谈,运用Colaizzi现象学7步分析法分析访

谈资料,结果显示:老年呼吸衰竭患者的主要照顾者

心理负担较重,照顾能力较差,社会生态系统不容乐

观。临床上可通过互联网护理服务为照顾者提供心

理咨询和技术指导,从而提高照顾者的心理健康和生

活质量。
综上所述,基于Colaizzi现象学视角研究显示老

年呼吸衰竭患者的主要照顾者心理负担较重、照顾能

力较差,从而为临床干预提供理论指导,以提高呼吸

衰竭主要照顾者的健康水平和照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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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观察股骨头坏死(ONFH)患者全髋关节置换术(THR)后心理弹性水平,并分析其相关影响

因素。方法 选取2020年10月至2022年12月该院收治的行THR治疗的81例ONFH患者进行研究,采用

心理弹性量表(CD-RISC)评估患者术后心理弹性水平,自制一般资料填写表,采用线性回归分析 ONFH患者

THR术后心理弹性的影响因素。结果 经评估,81例ONFH患者THR术后CD-RISC平均评分为(60.98±
6.19)分。不同手术类型、自我效能、社会支持及疼痛度的患者CD-RISC评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经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手术类型为双侧THR、自我效能低水平、社会支持低水平、中重度疼痛是

ONFH患者THR术后心理弹性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 ONFH患者THR术后心理弹性受手术类型、
自我效能、社会支持、疼痛程度等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股骨头坏死; 关节置换术; 心理弹性; 自我效能; 社会支持

中图法分类号:R68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9455(2023)18-2764-04

  股骨头坏死(ONFH)是常见的髋关节疾病,股骨

头缺血是主要病因,髋部外伤、饮酒、吸烟、肥胖等也

是诱发ONFH的因素,常使患者出现疼痛、行走困难

等症状,降低日常生活能力。全髋关节置换术(THR)
是目前治疗 ONFH 的重要方式,通过植入人工全髋

关节假体以减轻患者症状,提高其肢体运动功能,改
善生活质量[1]。但THR创伤较大,术后短期内患者

难以恢复步行功能,且还可能会出现感染、疼痛等并

发症,导致患者出现恐惧、焦虑等负面情绪,不利于术

后恢复[2-3]。心理弹性是个体面对应激事件时,能够

有效利用自身及外部资源进行自我情绪调节,促进自

我恢复的能力,对促进心理健康有积极意义,能够减

少不良事件的发生[4]。可见,临床应重点关注ONFH
术后患者心理弹性水平,鉴于此,本研究旨在探讨

ONFH患者THR术后心理弹性的影响因素。现报

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20年10月至202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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