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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糖尿病患者自我感受负担的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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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
<

型糖尿病患者的自我感受负担情况!分析自我感受负担的影响因素及与社会支持的相关性$方法
"

采用患者一般资料问卷%自我感受负担量表和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对
<

型糖尿病患者进行调查分析$结果
"

共纳入患者
<"'

例!

其中男
"$!

例!女
"""

例&总自我感受负担得分"

<'&')("$&'#

#分!处于轻中度水平&其中轻度负担者
:#

例"

;%&;I

#!中度负担
#)

例"

!"&!I

#!重度负担
!#

例"

<<&;I

#$多因素分析显示!家庭年收入"

$?@;&$;)

!

!

$

$&$"

#%费用支付类型"

$?<&:%)

!

!

$

$&$"

#%并发症个数"

$?@<&!);

!

!

$

$&$'

#是患者自我感受负担的影响因素&自我感受负担与社会支持程度呈负相关"

(?

@$&<)<

!

!

$

$&$"

#$结论
"

<

型糖尿病患者中普遍存在自我感受负担!有针对性的护理治疗!充分利用社会支持可以减轻患者的

自我感受负担!有利于患者的身心健康$

%关键词&

"

糖尿病!

<

型&自我感受负担&社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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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糖尿病是一种常见的严重影响人们身心健康的慢性

疾病"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

型糖尿病发病率也在

逐年升高%对肿瘤&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尿毒症等慢性病研究

发现"这些患者普遍存在拖累家庭"成为别人负担的心理感受"

这种心理感受被称为自我感受负担)

"

*

%患者自我感受负担除

了疾病本身"也和社会及家庭支持相关%糖尿病作为一种慢性

疾病"病程长"可导致多种并发症"对患者及家庭会产生巨大影

响%自我感受负担研究多关注癌症等慢性疾病"糖尿病患者的

自我感受负担研究还鲜有报道%本研究旨在探讨
<

型糖尿病

患者自我感受负担的情况"以及和社会家庭支持应对方式的关

系"为护理人员有针对性地对
<

型糖尿病患者进行心理护理干

预提供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安徽省某

三甲医院内分泌科住院治疗的糖尿病患者
<"'

例%纳入标准'

#

"

$符合
W3_

糖尿病诊断标准的
<

型糖尿病患者)

<

*

!#

<

$并发

症包括糖尿病肾病&心脑血管病变&糖尿病眼病&糖尿病足和糖

尿病神经病变%排除标准'#

"

$有其他内分泌疾病&脑器质性疾

病史"酒精和药物依赖史"妊娠期和哺乳期妇女!#

<

$病情严重

不能坚持晤谈与接受问卷调查者!#

;

$不能自理的患者!#

!

$已

被精神病医院确诊并接受治疗的精神疾病患者%共发放问卷

<;$

份"剔除漏填&错填等无效问卷"共得有效问卷
<"'

份"有

效率为
);&'I

%

!&"

"

研究工具

!&"&!

"

一般资料问卷
"

研究者自行设计"内容包括患者的性

别&年龄&居住地&婚姻状况&职业&文化程度&子女情况&主要照

顾者&照顾者年龄&照顾者健康状况&家庭年收入情况&宗教信

仰&家庭和睦情况&费用支付类型&确诊时间&对疾病认知&治疗

方案&有无酮症酸中毒&并发症%

!&"&"

"

自我感受负担量表#

K+/SB

E

+F=+1R+M05FM+2K=4/+

"

98C9

$

本研究采用张庆娜等翻译修订的中文自我感受负担量表)

;

*

"包

括
)

个条目%每个条目分
'

个级别"

"

分表示从来没有"

<

分表

示偶尔"

;

分表示有时候"

!

分表示多数时候"

'

分表示总是这

样%总分
!'

分"得分越高表示患者自我感受负担越重%评价

指标为'

'

)

分为无明显负担!

!

)

!

"#

分为轻度!

!

"#

!

;%

分

为中度!

!

;%

分为重度%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

该量表主要用于测评个体所感知

领悟到的不同来源的社会支持程度%由姜乾金翻译修订"量表

共
"<

个条目"包括家庭支持#

!

条目$&朋友支持#

!

条目$和其

他支持#

!

条目$

;

个维度)

!

*

%每个条目?用
"

!

:

分计分"总分

为
"<

!

#!

分"得分越高代表个体主观感受到的社会支持越多%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b

E

1M4Q4;&"

建立数据库录入数据"应

用
9899";&$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统计方法有描述性分析&单

因素分析&

8+4FK-2

相关分析&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等%

!

$

$&$'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患者自我感受负担状况
"

本组患者自我感受负担总的评

分为#

<'&')("$&'#

$分"处于轻中度水平%其中轻度负担者

:#

例#

;%&;I

$"中度负担
#)

例#

!"&!I

$"重度负担
!#

例

#

<<&;I

$%自我感受负担量表各条目得分情况见表
"

%

表
"

""

<

型糖尿病患者自我感受负担水平!

"(#

(分"

项目 评分范围 得分#分$

"&

我担心因照顾我而影响家人的健康
"

!

' <&#:("&$:

<&

我担心家人因为照顾我负担过重
"

!

' <&:'("&!#

;&

我担心因为照顾我会花费家人很多钱
"

!

' ;&#'("&'#

!&

我对家人提出的要求让我感到内疚
"

!

' "&)'("&<)

'&

我担心家人对我的帮助超出他们的能力范围
"

!

' <&%$("&!%

%&

我担心我给家人增添了太多的麻烦
"

!

' <&#'("&';

:&

我相信我的家人能照顾好我
"

!

' <&:;("&!;

#&

我认为我给家人带来了困难
"

!

' <&!;("&!"

)&

我感到我是家人的负担
"

!

' ;&''("&')

"$&

自我感受负担总分
)

!

!' <'&')("$&'#

"&"

"

不同特征
<

型糖尿病患者自我感受负担比较
"

以自我感

受负担得分为因变量"患者一般资料中
")

个项目因素为自变

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或
$

检验"结果显示年龄#

$?"J<<%

$&

居住地#

$?!&;;"

$&婚姻状况#

$?@<&%;#

$&职业#

M?<&%%"

$&

家庭年收入#

M?"<&%''

$&宗教信仰#

M?@;&;#'

$&费用支付

类型#

M?:&$'#

$和并发症#

M?<&));

$对患者自我感受负担得

分有显著影响#均
!

$

$&$'

$%

"&#

"

<

型糖尿病患者自我感受负担的多元回归分析
"

进一步

明确各因素对患者自我感受负担的影响"将单因素分析中有统

计学意义的
#

个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以自我感觉感受负担得

分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

包括家庭年收入&费用支付类型&并发症个数#

!

$

$&$'

$"见

表
<

%

表
<

""

<

型糖尿病患者自我感受负担影响

"""

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

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化偏回归系数
$ !

家庭年收入
@<&"<< @$&"%< @;&$;) $&$$;

费用支付类型
"&:': $&"!' <&:%) $&$$%

并发症个数
@"&<%; @$&";" @<&!); $&$";

"&D

"

<

型糖尿病患者自我感受负担与社会支持相关性分析
"

<

型糖尿病患者社会支持总分为#

%%&#'()&!'

$分"家庭支持

得分为#

<;&:#(;&);

$分"朋友支持得分为#

<$&";(!&;)

$分"

其他支持得分为#

<<&)!(;&$'

$分%结果显示"社会支持总分&

朋友支持和家庭支持维度与自我感受负担得分呈负相关#

!

$

$&$'

$"见表
;

%

表
;

""

<

型糖尿病患者的社会支持与自我感受

"""

负担的相关性分析

项目
( !

家庭支持
@$&;<' $&$$$

朋友支持
@$&;$% $&$$$

其他支持
@$&$:% $&<%#

总分
@$&<)< $&$$$

#

"

讨
""

论

""

糖尿病是一种慢性终身性疾病"暂无方法治愈%患者需长

期服药或注射胰岛素治疗"但仍有部分患者会出现肾脏&心脑&

四肢血管&眼睛和神经方面的并发症"给身心带来痛苦"同时也

会影响到家庭其他成员"家庭成员的感受又会进一步加重患者

的心理负担%自我感受负担是近年来对慢性病患者心理研究

的一个热点"糖尿病患者自我感受负担研究还未见报道%已有

研究显示糖尿病患者常合并有心理方面的改变"如抑郁和焦

虑"而长期的抑郁和焦虑会给患者带来精神压力)

'

*

%本研究发

现
<

型糖尿病患者的自我感受负担总体处于轻中度水平

#

::&:I

$"和癌症及老年冠心病患者自我感受负担相似)

%B:

*

%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条目
;

+我担心因为照顾我会花费家人很

多钱,和条目
)

+我感到我是家人的负担,得分较高"和老年慢

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自我感受负担研究结果相似)

#

*

"提示经济

负担和情感负担是糖尿病患者自我感受负担的主要因素"这可

能和我国经济和医疗保险水平相对较低有关"国外慢性病患者

自我感受负担多以情感负担为主"经济负担较轻)

)

*

%

本研究发现小于
!$

岁和大于
%$

岁的患者自我感受负担

相对较重%年轻患者正处于事业发展期"疾病可能影响到工

作"此外患者多为家庭主要的劳动力和经济来源"本身家庭和

社会负担较重"自我感受负担也相对较重"中青年脑卒中患者

也存在明显的自我感受负担)

"$

*

%老年患者自身身体情况在逐

渐下降"多合并有高血压等其他疾病"故糖尿病可能进一步加

重身体痛苦"提升自我感受负担的水平%本调查结果显示丧偶

组自我感受负担得分明显高于有配偶组%而且本组患者中老

年患者居多#

)<&'I

$"主要照顾者多为配偶"有配偶照料可以

减少患者的生活负担%在长期透析患者和癌症患者中未婚丧

偶组自我感受负担也同样高于已婚组)

""B"<

*

%居住地&职业&家

庭年收入&费用支付类型都和患者经济情况相关"其中家庭年

收入&费用支付类型直接关系到患者的治疗经费来源"单因素

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都显示与自我感受负担密切相关%

<

型

糖尿病需终身治疗"其中自费比例越高"对家庭开支影响越大"

患者乃至家庭的经济负担就越重"心理压力也就越大%农村患

者收入普遍较低"当地医疗条件也较差"

<

型糖尿病患者需长

期购药"定期复查"故客观条件为治疗带来的不便也会增加农

村患者的自我感受负担程度%国内对癌症&透析&肝硬化等慢

性疾病研究中都发现"职业&家庭年收入和费用支付类型等是

影响患者自我感受负担水平的重要因素)

";B"!

*

%本研究显示宗

教信仰和自我感受负担呈负相关"有宗教信仰的患者自我感受

负担相对较轻%宗教信仰对患者心理健康的影响结果不一%

D*-=*-2-R

等)

"'

*研究晚期癌症患者时发现"自我感受负担与

宗教信仰无关"崔光成等)

"%

*研究中年基督徒心理健康情况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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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现"有信仰群体心理健康水平普遍高于无宗教信仰群体"王恩

光)

":

*研究发现糖尿病患者疾病不确定感和宗教信仰相关%本

试验中宗教信仰组患者人数较少"宗教信仰和糖尿病自我感受

负担的关系有待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糖尿病并发症比糖尿

病本身对患者的危害更大"常见的有糖尿病肾病&血管病变&神

经病变&眼病和糖尿病足%肾病可导致尿毒症"眼病可导致失

明"糖尿病足甚至会导致全身感染死亡%本研究发现有并发症

患者自我感受负担得分明显高于无并发症患者"而且自我感受

负担得分随并发症数目增多而增加%多元回归分析也显示并

发症个数是影响患者自我感受负担的重要因素%李娟等)

"#

*研

究连续性腹膜透析患者自我感受负担状况时也发现"透析并发

症的发生会加重患者的自我感受负担水平%控制糖尿病患者

并发症的发生是糖尿病治疗的主要目标之一"本研究结果提示

积极治疗并发症同样可明显改善患者的自我感受负担程度%

本研究结果显示社会支持总分#

%%&#'()&!'

$分明显高于

国内常模健康人群#

;'(;&:;

$分)

")

*

"反映
<

型糖尿病患者可

以得到较高的社会关注和支持%社会支持量表包括家庭支持"

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三方面"研究显示家庭支持得分最高"提

示家庭是糖尿病患者社会支持的主要来源%吴景梅等)

<$

*研究

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发现"再障患者社会支持总分明显高于健

康人群"患者社会支持与积极的应对方式呈正相关"与消极的

应对方式呈负相关%本研究也发现"

<

型糖尿病患者自我感受

负担得分与社会支持总分&家庭支持和朋友支持维度呈负相

关"和中青年脑卒患者自我感受负担研究结果相似)

<"

*

%糖尿

病患者在家中常需要服药或注射胰岛素"并定期检测血糖"容

易产生给家庭成员带来负担的心理%社会支持是患者应对疾

病和治疗过程的最有潜力的资源之一"社会支持越高"患者的

心理状况越好%对癌症患者的研究也发现"社会支持可以改善

患者的自我感受负担程度%因此"日常护理治疗过程中"护理

人员应有意识地鼓励患者多与家人&朋友&病友&同事交流"有

助于减轻患者自我感受负担"增加社会支持的利用度%

我国
<

型糖尿病发病率逐年升高"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糖尿病本身及并发症都会给患者带来痛苦"影响患者的身心健

康%本研究显示
<

型糖尿病患者普遍存在自我感受负担"与社

会支持呈负相关%故在糖尿病患者护理过程中"护理人员因充

分评价每位患者的自我感受负担程度"制定个体化护理措施"

充分利用家庭和社会因素帮助患者改善自我感受负担体验"可

能利于患者坚持长期规范的糖尿病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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