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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5=2>

$患者的生存质量及相关影响因素%方法
!

采用
dc=

生存质量测定量表简

表"

dc=i=:.3A?X

$中文版对湛江市
'

所医院
1C%

例
5=2>

患者进行问卷调查!分析影响患者生存质量的因素%结果
!

1C%

份

问卷共回收有效合格问卷
1'-

份!回收率为
(0&/%V

%生理&心理&社会关系及环境领域的生存质量评分分别为"

C(&C-U$C&-'

$&

"

C)&((U$'&%$

$&"

)0&1/U$0&/1

$&"

C/&-%U$$&C'

$分!综合健康状况自我评分为"

-0&(-U$1&)$

$分%男性患者生理&心理&社会

关系和环境领域生存质量得分均高于女性'文化程度较高者社会关系领域生存质量得分高于文化程度较低者'收入水平较高者生

理&心理&社会关系和环境领域生存质量得分高于收入水平较低者'疾病严重程度越高者!生理&心理&社会关系和环境领域生存质

量得分越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C

$%

:"

G

#+F#K

回归分析显示!性别&月收入水平和疾病严重程度是综合健康自我评分的

影响因素%结论
!

5=2>

患者的生存质量受到性别&收入水平&文化程度&疾病严重程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应加强健康教育!

注重个性化护理!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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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生存质量'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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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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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以慢性气流阻塞为特征的多发病#是全球

患病率和病死率较高的重要疾病#其造成的社会经济负担重#

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目前#

5=2>

居世界死亡

原因的第
0

位#在我国同样是严重危害人群健康和生存质量的

重要慢性呼吸系统疾病&

$

'

)为了解
5=2>

患者的生存质量#

从而为临床治疗和护理干预提供科学依据#笔者对湛江市
'

所

大型医院的
1C%

例
5=2>

患者进行了生存质量调查#现将结果

报道如下)

D

!

资料与方法

D&D

!

一般资料
!

1%$0

年
$%

月至
1%$C

年
'

月#以广东湛江
1

所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和
$

所综合性二级甲等医院为调查单

位#对
1C%

例呼吸科
5=2>

住院患者进行调查#回收有效合格

问卷
1'-

份#有效回收率为
(0&/%V

)其中男
$/%

例$占

-C&(CV

%#女
C-

例$占
10&%CV

%(年龄
CC

"

/C

岁#平均$

-%&C1

U-&00

%岁)

$))1

重庆医学
1%$)

年
-

月第
0C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湛江市科技计划项目$

1%$C3%$$10

%)

!

作者简介!王小仁$

$(-/T

%#主管护师#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内科护理研究)

!

#

!

通讯作者#

?.MH#<

!

N

H

*

#E<#%%$

!

+#,H&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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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

方法

D&E&D

!

调查工具
!

$

$

%一般情况问卷!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

度*职业*婚姻状况*收入水平和
5=2>

疾病程度)$

1

%生存质

量调查表!采用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量测定量表简表$

dc=.

i=:.3A?X

%中文版#该量表内容包括生理领域*心理领域*社

会领域*环境领域
0

个领域的生活质量自我评价#采用
C

级评

分法#每个条目评分从
$

"

C

分不等#得分越高表示生活质量

越好)

D&E&E

!

调查方法
!

调查全程严格质量控制#由经培训的医护

人员请调查对象自行填写问卷#不能填写者#由医护人员逐条

询问代其填写)

D&F

!

统计学处理
!

所有数据采用
?OKE<1%%'

录入#采用

@2@@$C&%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
BU4

表示#两

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

较采用
@̂ 8

法(影响因素分析采用非条件
:"

G

#+F#K

回归分析)

以
!

$

%&%C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结
!!

果

E&D

!

5=2>

患者生存质量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
!

1'-

例

5=2>

患者
dc=i=:.3A?X

量表生理*心理*社会关系及环

境领域生存质量得分分别为$

C(&C-U$C&-'

%*$

C)&((U

$'&%$

%*$

)0&1/U$0&/1

%*$

C/&-%U$$&C'

%分)男性患者生理*

心理及环境领域生存质量得分均高于女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

!

$

%&%C

%(高中及中专*大专及以上患者社会关系领域生

存质量得分高于初中和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

!

$

%&%C

%(中*高收入患者生理*心理及环境领域生存

质量得分均高于低收入者#高收入患者社会关系领域生存质量

得分高于中*低收入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C

%(不同

疾病程度患者生理*心理*社会关系和环境
0

个领域生存质量

得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C

%#疾病严重程度越

高者#生存质量得分越低)见表
$

)

表
$

!!

1'-

例
5=2>

患者生存质量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

BU4

)分%

因素
(

生理领域 心理领域 社会关系领域 环境领域

性别

!

男
$/% )$&)-U$0&-) C/&C)U$'&%/ )0&(CU$'&(1 C(&/0U$$&C$

!

女
C- C1&(0U$)&() C1&%CU$$&CC )1&$'U$-&'' CC&$%U$%&(1

!

/ '&-0/ '&')( $&1C' 1&-0)

!

! %&%%% %&%%$ %&1$$ %&%%)

年龄$岁%

!$

-% $%' )$&'-U$)&$- C/&-0U$'&C% )0&'1U$0&)( C/&$%U$$&%C

!(

-% $'0 C/&$/U$C&'% CC&))U$1&C% )0&10U$0&(/ C(&$-U$$&(%

!

/ $&CC' $&/$C %&%0$ T%&-%0

!

! %&$11 %&%-$ %&()/ %&0/1

职业

!

教师或公务员
(( )1&'%U$'&/( C-&1/U$1&-1 )'&$'U$C&0' C/&('U(&/0

!

企业单位员工
-C C-&'/U$/&0% CC&/(U$'&1C )-&11U$0&0) C-&(1U$1&0C

!

个体或无业
)' C-&/-U$0&C) C-&/-U$'&1/ )1&C-U$'&(C C(&1/U$1&(%

!

J 1&)$/ %&0') 1&1$( %&1-%

!

! %&%-C %&)0- %&$$$ %&-)'

文化程度

!

小学及以下
)C C)&'1U$-&(( C-&10U$1&C( )1&00U$1&)/ C/&1-U$1&-/

!

初中
)$ C/&)$U$0&0C C0&C$U$'&C' )%&'/U$-&(1 CC&-(U$1&()

!

高中及中专
)0 )1&$$U$0&// C-&(0U$$&/C )-&-$U$'&$) C(&-1U$%&'0

!

大专及以上
0- )$&/CU$0&C( C/&)%U$0&1( )-&1%U$0&%C )$&-%U$$&C'

!

J $&($% $&$%0 '&)%) 1&)%(

!

! %&$1( %&'0/ %&%$0 %&%C1

收入水平

!$

1%%%

$低收入%

$0( C-&%1U$C&1( C0&/0U$$&(0 )$&10U$C&'$ C)&/)U$$&//

!

1%%%

"

'%%%

$中收入%

'/ )'&)'U$$&-$ )%&01U$C&0% )C&-(U$'&)- )$&$%U$%&)%

!&

'%%%

$高收入%

C% )0&%-U$/&$' )%&/'U$1&(% -1&$-U$%&-' )1&'/U$%&%1

!

J C&0)C C&-)C $$&'$- C&0)(

!

! %&%%C %&%%0 %&%%% %&%%C

1))1

重庆医学
1%$)

年
-

月第
0C

卷第
$(

期



续表
$

!!

1'-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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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生存质量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

BU4

)分%

因素
(

生理领域 心理领域 社会关系领域 环境领域

婚姻状况

!

单身或独居
C1 C/&-(U$)&/C C0&0(U$$&)0 )1&%1U$'&%0 C-&C$U$1&-1

!

已$在%婚
$/C C(&-(U$C&00 C-&-%U$'&'$ )0&($U$C&1) C(&%0U$$&$/

!

/ %&0%' $&C/% $&100 %&/0'

!

! %&)/- %&$$C %&1$C %&0%%

疾病程度

!

轻度
($ ))&((U$1&-% )%&%'U$0&C/ )(&%CU$$&/% )1&''U$1&/1

!

中度
)C )1&'$U$'&'C C(&%0U$$&/( )C&'/U$C&1C )%&10U(&-/

!

重度
C% CC&1(U$%&(1 CC&/'U$%&CC C(&)-U$'&(1 C)&)'U(&'0

!

极重度
'$ '/&(0U$C&1- 0C&-%U)&1' CC&'-U$-&CC 0/&$(U)&10

!

J '(&1/) $$&0CC (&C'- $0&-1%

!

! %&%%% %&%%% %&%%% %&%%%

E&E

!

综合健康自我评分影响因素的
:"

G

#+F#K

回归分析
!

1'-

例
5=2>

患者综合生理*心理*社会关系和环境等方面#生存

质量的自我评分为
'%

"

(C

分#平均$

-0&(-U$1&)$

%分)以
/%

分为分界点#将
5=2>

患者分为高分组$

(

/%

分%和低分组$

$

/%

分%#其中高分组
(-

例$

0%&('V

%#低分组
$0%

例$

C(&%-V

%)

以高*低分分组为因变量#以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婚姻

状况*月收入水平*疾病分级等为自变量#进行非条件
:"

G

#+F#K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女性患者自我评分更低#月收入水平越高

者自我评分越高#疾病严重程度越高者自我评分越低)见

表
1

)

表
1

!!

5=2>

患者综合健康自我评分影响因素的

!!!

:"

G

#+F#K

回归分析$

( 1̀'-

%

变量
"

HS

!

1

! O3

$

(CV7I

%

性别
T%&-// %&'C)0&(%$ %&%1- %&0CC

$

%&11)

"

%&($0

%

月收入水平
%&-00 %&$-C$/&$'C %&%%% 1&$%'

$

$&0(0

"

1&()1

%

疾病分级
T%&'1) %&$0$C&'C( %&%1$ %&-11

$

%&C0/

"

%&(C$

%

常量
%&%)' %&C/'%&%$1 %&($0 $&%)C

F

!

讨
!!

论

!!

生存质量是指在不同文化背景和价值体系中个体对自身

生活的主观感受#它受个体目标*期望值*标准和个体关注点等

因素的影响)生存质量是顺应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
.

心理
.

社

会医学模式转变而产生的一类新的健康指标&

1

'

)传统的健康

评价是客体而非主体评价#而在新的医学模式下#人们更加注

重个人的亲身体验)生存质量评价的应用#使健康测量发生了

从物质到精神#从客观到主观的转变&

'

'

)

调查显示#

5=2>

患者的生存质量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包括性别*收入水平*文化程度*疾病严重程度等)文化程度和

月收入水平是相互关联的社会经济学因素#对慢性病患者的经

济社会地位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对
5=2>

患者生存质

量的影响是相互关联和一致的)社会经济学因素与
5=2>

关

系的研究开始于英国#随后许多国家展开的大量流行病学调查

也证明了这一关系的存在&

0.C

'

)本研究结果也提示#文化程度

高的
5=2>

患者在社会关系和环境领域的生存质量得分明显

高于文化程度低的
5=2>

患者#中*高收入患者生理*心理和

环境领域的生存质量得分高于低收入者#高收入患者社会关系

领域的生存质量得分高于中*低收入者#这与李建生等&

)

'的研

究结果相一致)究其原因可能是文化程度低的患者对自身疾

病认识不足#存在对疾病的恐惧#心理压力大#社会活动受到影

响#导致其生存质量下降)低收入的
5=2>

患者比高收入患

者的生存质量差#可能是受到其自身经济水平的制约#担心巨

大的医疗费用及家庭负担的加重)高收入患者经济压力相对

较小#能主动选择较好的*昂贵的医疗服务#以改善身体状况#

从而提高生存质量)杨铮等&

-

'和徐淑萍等&

/

'研究结果均表明#

经济状况是
5=2>

患者生存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文化程度

和月收入水平等社会经济学因素不仅影响
5=2>

患者的心理

状况*生理状况和社交能力#还影响其生存质量的总体情况)

因此#在积极治疗的同时#应加强对
5=2>

患者进行健康教

育#给予患者充分的信息和情感支持#提高患者应对和适应疾

病的能力#同时也应关注低收入的
5=2>

患者#鼓励患者适当

发泄#给予患者心理疏导#改变其不良认知并完善医疗保障#减

缓疾病带来的经济压力#提升患者的主观幸福感#从而提高其

生存质量)

本研究结果提示#男性患者生理*心理领域生存质量得分

均高于女性(谢年华&

(

'的研究结果表明#性别*病程*服药情况

等因素对生存质量相关领域的得分有明显影响)杨晶等&

$%

'研

究表明#性别是
5=2>

患者生存质量心理方面的影响因素)

其原因可能是社会上男性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状况优于女性#尤

其在发生疾病以后#男性容易调整心态#降低疾病带来的压力)

本研究结果表明#疾病严重程度对
5=2>

患者的生存质量有

影响#疾病严重程度越高#生存质量得分越低)这与杨晶等&

$%

'

及刘献萍&

$$

'的研究结果一致)随着疾病的加重#病程的延长#

患者的医疗费用相应增加#带给家庭和社会沉重的负担#患者

身体活动受限#将减少社会交往及社会活动#造成心理压力#产

生对
5=2>

的焦虑与恐惧#进一步降低患者的生存质量)有

研究显示#心理支持可改善
5=2>

患者的心理状态#提高其生

存质量&

$1

'

)因此#针对不同患者#除了规范化治疗#应进行个

性化护理#加强患者的心理护理和心理教育#进而改善患者的

心理问题#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下转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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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多因素分析显示$生存质量自我评价得分高低的影

响因素为性别%月收入水平和疾病分级$结果表明男性患者综

合评分比女性高$月收入水平越高患者综合评分越高$疾病越

严重综合评分越低!

综上所述$在对
,O&.

患者进行治疗的同时$应加强对患

者的健康教育$重视患者的心理辅导$强调进行个性化护理!

护理上应充分赋权给患者$做好疾病的自我管理$加强与患者

及其家属间的沟通$了解并帮助妥善解决患者存在的及潜在的

健康问题$不断提高
,O&.

患者的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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