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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患者自我认知调查$

戎
!

军'

%方
!

银'

%田
!

浪'

%王绍红$

%肖云波#

%吴
!

熙'

%罗普荣'

%杨世群$

%周世涛#

!

'-

贵州省黔南州人民医院呼吸内科%贵州都匀
!

((%)))

(

$-

贵州省独山县人民医院
!

((%$))

(

#-

贵州省荔波县人民医院
!

((%!))

"

!!

摘
!

要"目的
!

了解黔南州少数民族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OSM

"患者对
=OSM

的认知情况&方法
!

采用自行设计的
=OSM

流行病学调查问卷进行调查&结果
!

患者对
=OSM

诊断'危险因素'药物治疗'康复锻炼等的认知较差&结论
!

提高患者对

=OSM

的认知非常重要%社区应长期进行
=OSM

知识防治的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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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BD8+1,B+L0:8CB:,97

4

C6;+158

<

*,2

07507

!

=OSM

+的死亡原因当前居世界第
!

位!世界卫生组织预

测
$)$)

年
=OSM

将在全球上升至第
#

位"中国的流行病学调

查资料显示!

!)

岁以上人群的
=OSM

患病率为
%-$_

!由此推

算中国约有
!))

万
=OSM

患者!因此!早期诊断和治疗
=OSM

具有重要的意义"现将本研究调查贵州省黔南州少数民族

=OSM

患者的情况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贵州省黔南州

#

家医院住院的
=OSM

患者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

平均年龄*

&%-.(a')-.%

+岁,

(

级
'(

例!

,

级
'&

例!

!

级
##

例!

.

级
')%

例,布依族
'))

例!水族
##

例!苗族
$%

例!其他少

数民族
''

例,农民
')#

例!工人
'$

例!公务员
$.

例!教师
%

例!其他职业
$)

例,文盲
!.

例!小学
"!

例!初中
'"

例!高中以

上
#$

例"

!-"

!

调查内容
!

*

'

+对所有被调查者进行疾病认知度的询问!

包括
=OSM

疾病名称%诊断方式%危险因素,*

$

+对治疗的认

知%治疗目标%支气管舒张剂%糖皮质激素及抗生素的使用%是

否知道药物的不良反应%吸入药物使用方法%氧疗和呼吸康复

情况%是否经常服用偏方,*

#

+疾病对生活质量的影响,*

!

+是否

需要接受医务人员的宣教"整个调查获得研究中心和当地伦

理委员会批准及每位参与者的知情同意!患者均签署了知情同

意书"

!-#

!

调查方法
!

对调查者进行问诊和体检!填写
=OSM

流行

病学调查问卷!采用
=[HU>2M%%))

*日本捷斯特株式会社+和

?,B8+WC58G

型肺功能仪*意大利科时迈公司+进行肺通气功

能测定,

=OSM

患者的诊断标准为吸入支气管舒张剂后

ĤZ'-)

'

Ẑ=

'

")_

将
=OSM

分为
($.

级(

'

)

"每例患者仅

调查
'

次"

"

!

结
!!

果

实发问卷调查表
'"$

份!共收回有效问卷
'"$

份"

"-!

!

对
=OSM

的认知
!

听说过
=OSM

这一名称有
'&

例

*

.-#_

+!不了解肺功能检查是确诊
=OSM

的惟一手段
'"$

例

*

'))_

+"

"-"

!

对危险因素的认知
!

不了解吸烟与
=OSM

关系
'$)

例

*

")_

+!了解吸烟与
=OSM

关系
($

例*

#)_

+!无吸烟史
.$

例

*

(#_

+,不了解生物燃料与
=OSM

关系
'"$

例*

'))_

+,不了解

生活及工作环境与
=OSM

关系
'"$

例*

'))_

+!了解戒烟与

=OSM

关系
&$

例*

#&_

+!不了解戒烟与
=OSM

关系
'')

例

*

&!_

+,因病情加重而戒烟
(.

例*

#!-#_

+!健康教育而戒烟

#

例*

'-"_

+,接触煤尘及矿石粉尘
(

例*

$-._

+"

"-#

!

对药物治疗的认知
!

认为应该常使用抗生素
''$

例

*

&(-'_

+!应该常使用偏方
&.

例*

!)-'_

+!应该常使用氨茶碱

.)

例*

($-#_

+!应该常吸入短效
+

$

2

受体激动剂*

+

$

287B7

4

:+8

5

R

+1,0:0

!

+

$

2@3

+

$)

例*

''-&_

+!应该常口服
+

$

2@3'"

例

*

.-%_

+!应该常吸入短效抗胆碱能药
$

例*

'-$_

+!应该常全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贵州省卫生厅
$)''

年科学技术基金资助项目*

R

XTG

/

$)''2'2).(

+"



身使用糖皮质激素
.!

例*

(!-"_

+!应该常使用吸入糖皮质激

素
&

例*

#-(_

+"应该自行调整氨茶碱
('

例*

$.-"_

+!应该遵

医嘱使用氨茶碱
#%

例*

$$-'_

+!应该自行调整
+

$

2@3$&

例

*

'(-'_

+!应该遵医嘱使用短效
+

$

2@3')

例*

(-%_

+,能正确

使用吸入药物方法
&

例*

#-(_

+!对支气管舒张剂和糖皮激素

不良反应无人知晓"无人知晓长效抗胆碱能药及沙美特罗'氟

替卡松!无人定期接种疫苗"认为通过治疗可以减轻症状
&#

例*

#&-&_

+!认为治疗无效
').

例*

&#-#_

+"

"-$

!

对家庭氧疗的认知
!

已了解的
$)

例*

'$_

+!不了解的

'($

例*

%%_

+,其中有氧气设备
'$

例*

&-._

+!每天使用氧气

大于
'(D

的患者
!

例*

$-#_

+!不经常使用氧气且小于
'(D

的

患者
%

例*

!-&_

+"

"-E

!

对康复锻炼认知
!

已了解
'!

例*

%_

+!不了解
'(%

例

*

.$_

+,其中偶尔锻炼
&

例*

#-(_

+!长期坚持锻炼
%

例

*

!-"_

+"

#

!

讨
!!

论

在现代医学中!慢性疾病的管理模式主张早期诊断%早期

治疗%建立健康的生活模式!疾病的早期干预有利于改善疾病

的预后!减少病残和病死率!降低医疗费用%减轻个人和社会经

济负担(

$

)

"全球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防治创议中指出!

=OSM

是

一种可防可治的疾病"肺功能检查是早期监测
=OSM

的最好

方法!是诊断
=OSM

的金标准!是评价
=OSM

患者病情轻重的

重要指标!但仅有
#)_

$

()_

的新诊断
=OSM

患者进行过肺

功能检查(

#

)

"流行病学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仅有
&-(_

的

=OSM

患者曾经进行过肺功能检查(

!

)

,肺功能检查的普及率非

常低(

(

)

"本调查结果提示!患者不了解肺功能检查是确诊

=OSM

的惟一手段!其原因是医务人员对
=OSM

的认识不足!

且对肺功能检查不够重视"一般情况下!如果患者因明显的活

动后气短而就诊时!其
()_

以上的肺功能已丧失!这时气流阻

塞的可逆性较差!戒烟和常规支气管舒张治疗的收效甚微(

&

)

"

本调查结果提示!患者对
=OSM

的危险因素认知较差"

应加强对慢性病更强调患者自我管理的重要性的教育!以提高

患者自救的信心!帮助他们规范健康行为会有助于提高他们的

生存质量"有研究结果表明!即使在对患者的教育十分成熟!

且患者经济条件较好的发达国家!仍存在患者的自我认知不

足!一些患者对治疗方法缺乏认识!对改善症状缺乏信心(

"

)

"

一直以来!香烟在
=OSM

发病中的作用受到高度重视(

%2')

)

"吸

烟是
=OSM

发病危险因素!半数老年吸烟者患有
=OSM

(

''

)

"

生物燃料在
=OSM

发病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关注(

'$

)

"近年

来!生物燃料烟雾暴露可能是
=OSM

发病的最大危险因

素(

'#2'(

)

"中国的流行病学研究结果表明!从不吸烟的农村妇

女由于长期接触生物燃料烟雾!其
=OSM

的患病率较高(

'&2'"

)

,

生物燃料可使室内二氧化硫浓度明显升高!二氧化硫浓度与

=OSM

发病有显著相关性(

'%

)

!这就解释了农村女性
=OSM

患

病率显著升高的原因"循证医学研究结果表明!对不同种族%

性别%吸烟与否的人群及生物燃料暴露均增加其患
=OSM

的

风险(

'.

)

"由于黔南州是山区!山区的植被丰富!且生活方式较

落后!生物燃料是本州少数民族家庭的生活能源及冬季取暖的

材料!因此增加了患
=OSM

的风险"戒烟和防止被动吸烟是

防治
=OSM

最重要的措施!戒烟能减慢
=OSM

患者肺功能下

降的速度!延缓疾病进展并减少急性发作次数!这是最有效且

成本效益最高的
=OSM

治疗手段(

$)

)

"以社区为基础的综合干

预策略&建议和指导戒烟!改善空气污染和工作环境!改善生成

环境!强化个体化治疗及康复治疗!持续干预
!

年可显著改善

=OSM

的防治效果(

$'

)

"本调查显示!在本地区就诊的
=OSM

患者生活质量明显下降!增加了个人和社会的经济负担!对

=OSM

患者应做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建立健康的生活模式!

戒烟%不使用生物燃料%改善家庭使用的主要能源可降低

=OSM

发病!在患者中开展相关的健康教育很有必要"

总之!本地区是一个经济%文化及生活方式相对落后的少

数民族地区!相当部分医院对该疾病的认识及防控还处在
$)

世纪
")

$

%)

年代的临床诊治水平"因此!首先!提高医务人员

对该病的认识!才能做到如何早防%早治!尽可能通过早期干预

延缓肺功能的下降!改变
=OSM

的临床进程,其次!患者健康

知识较薄弱!吸烟率高%使用生物燃料为主要家庭能源!应主动

对该危险行为进行干预!以促使及早戒烟!不使用生物燃料!改

善生活及居住环境,不相信偏方!自觉抵制虚假药物宣传和非

法医疗行为!以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目前
=OSM

防治的落后

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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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和片面!行为改变还需进一步努力"这种知识知晓与防病

意识%性行为相分离的现象已置流动人口于感染艾滋病的高危

境地(

'!

)

!国内对高危人群的许多研究也显示!尽管艾滋病知识

知晓率很高!但性危险行为仍然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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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进一步加

大心理和社会学层面的干预!提高干预的力度!保持干预工作

的持续性发展!也给综合防治工作提出了新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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