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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慢性病住院患者对家庭探视心理需求及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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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老年慢性病住院患者对家庭探视的心理需求!分析影响其心理需求的人口学特征因素!为临床医疗服务

质量的提高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

该研究为横断面描述性研究&采用单纯随机抽样选取成都市慢性病医院
;C>

例长期住院的老

年慢性病患者!应用
[?V

的生存质量问卷"

.lV0\GS7

$部分问卷条目!在前期对老年人的预调查的基础上联系医院实际!结合张

红云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心理需求评价量表)并对部分条目进行修改#用自编一般情况调查表收集老年患者的人口学特征&

结果
!

老年慢性病住院患者有明显的心理需求"

!

$

>D>C

$!心理需求具体表现
7

个维度!即情感需求%心理支持%康复环境与社会

适应&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包括年龄%学历!入院方式%支付方式$的老年慢性病住院患者心理需求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D>C

$#在影响因素中业余娱乐生活"

!f>D>;7

$%物质生活"

!f>D>;6

$对其心理需求产生影响&结论
!

老年慢性病住院患者对家

庭探视心理需求大!尤其表现在情感交流%心理支持这两方面!应引起医务工作者重视&

"关键词#

!

老年人#慢性病#住院患者#家庭探视#心理需求#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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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健康不仅是生理上没有疾病!还包括心理和

社会方面的完满状态!心理健康是老年健康的主要指标之一"

精神慰藉是老年人心理健康的重要保证!它可以量化为马斯洛

中对-爱与归属感.的需要"随着老龄化形势的严峻!老年慢性

病患者的数量也呈现出与日俱增的局面!而老年慢性病患者往

往具有病程长!病情反复发作的特点!经常产生焦虑的情绪!对

爱与归属感的需求显得更加强烈$

;

%

"一般认为!家庭探视主要

是指家属陪伴与探视"若患者在住院期间!爱与归属需求得不

到满足!容易产生各类心理情绪障碍!不利于老年患者的身心

健康"患者家属到医院探视患者!无疑是对患者的一种心理支

持方式!这是一种尤为重要的精神慰藉$

1

%

"因此!本研究旨在

调查老年慢性病住院患者对家庭探视的心理需求及影响其家

庭探视心理需求的因素!为临床有针对性采取干预措施提供理

论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D?

!

一般资料
!

1>;7

年
;;

月至
1>;C

年
;

月在成都市慢性病

医院住院的患者"采用单纯随机抽样方法对该院老年慢性病

住院患者进行抽样研究"纳入标准(年龄大于或等于
O>

岁*符

合
[?V

制订的慢性病诊断标准*无重症精神病史*住院时间

大于
6>J

*知情同意"排除标准(有智力障碍#患有老年性痴呆

症及严重器质性疾病者以及同住医院有老伴的患者"共发放

;C>

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7;

份!有效回收率为
:7D>><

"其

76=7

重庆医学
1>;O

年
;1

月第
7C

卷第
67

期

"

基金项目$四川省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

1>;7;6S>C>71

'*成都医学院大学生创新实验计划项目资助&

4iK-1>;7>7

'"

!

作者简介(杨蓓

&

;::1a

'!护士!本科!主要从事老年护理的工作"现工作单位(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喉科"

#

!

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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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CO1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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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男
S;

例!女
S>

例*年龄
O>

!

:O

岁!平均&

=>D6̀ ;>DC

'岁"

?D@

!

研究方法

?D@D?

!

调查方法
!

本研究调查人员为本校护理本科大三学

生!均具有一定护理专业知识及心理学相关知识!并在调查前

进行了简单的基本心理学知识培训!反复讨论!学习量表!掌握

严谨#准确#统一的调查方法且严格按照研究设计要求进行一

对一的问卷调查"采用现场问卷法!发放前向患者解释研究目

的与意义!在其知情同意基础上!由调查员对患者进行问卷发

放与填写!能自行填写的采用自填法!不能自行填写的调查员

根据患者所诉代为填写"

?D@D@

!

调查工具

?D@D@D?

!

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

.lV0\GS7

'

!

来源于

[?V

推荐的生存质量量表!选取心理功能#社会功能#物质生

活
6

个维度部分条目!其中社会功能包括
6

个因子!即人际交

往能力#业余娱乐生活#婚姻与家庭"每个条目采用
C

级
0'QG

!ME

标度法计分!该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为中南大学李凌江

等于
;::=

年编制!经
=CC>

名社区人群测试后证明了其具有

较好的信度#效度与敏感度"

?D@D@D@

!

心理需求量表
!

本调查参考张红云的+精神分裂症

患者心理需求评价量表,

$

6

%

!结合医院实际情况!进行部分问卷

条目的修改!研究工具主要包括情感交流#社会适应#心理支

持#康复环境等
7

个维度!每个维度包括有
6

个条目!用
C

级

0'Q!ME

标度需要
C

分#比较需要
7

分#一般需要
6

分#不太需要

1

分#完全不需要
;

分"得分越高!表示老年住院患者对心理

需求的要求越高!并且运用维度总分)维度题项数来表示各维

度的分值!问卷总分)总题项数代表心理需求总状况值"

?D@D@DA

!

一般人口学特征调查表
!

包括年龄#性别#婚姻#受

教育程度#个人月收入#常住地#职业#医疗费用支付方式#入院

途径#目前所患疾病及所住科室病房与家属探视次数*其中!患

病情况及所住科室由调查员查看床头卡及病历填写!其余的内

容向患者询问后代为填写"

?DA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

#

'J$E$6D;

软件生成并录入问卷!然

后用
-L--;6D>

软件进行统计处理"对不同人口学特征进行

统计描述!采用方差分析老年慢性病住院患者对家庭探视的心

理需求以及影响其需求的因素进行分析!筛选出有统计学意义

的结果"人际得分高低与心理需求各维度间的关系用
4

检验!

以
!

$

>D>C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D?

!

一般情况
!

住院患者以城市为常居地!婚姻状况中丧偶#

寡居有
=;

例&

CSDC<

'*学历分布为初中及以下有
O;

例

&

76D6<

'!高中及中专有
6O

例&

1CDC<

'!大学及以上学历
77

例&

6;D1<

'*就医人群以医疗保险及凭离休证单位支付为主!

有
;;O

例&

=1D6<

'*低收入患者仅
17

例&

;S<

'*职业以离休#

退休干部为主!有
CO

例&

O><

'*入院方式以经门诊
:7

例

&

OODS<

'!院外转入
1O

例&

;=D7<

'!其他方式入院
1;

例

&

;7D:<

'"每月家属来院探视次数为
7

次及其以上者
OC

例

&

7OD;<

'*疾病方面以高血压#糖尿病为主有
::

例&

S>D1<

'"

@D@

!

老年慢性病住院患者心理需求各维度分布
!

心理需求中

的
7

个维度!情感交流需求得分最高!其中!社会适应需求得分

最低!再根据本院实际调研情况可知!该院患者因自身身体等

各方面条件限制!对住院后能像住院前一样生活感到力不从

心!因此该部分均值较低"见表
;

"将
7

个心理需求维度分为

A

#

P

#

4

#

27

个组别!进行均数间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均
!

$

>D>;

'"

@DA

!

老年人心理需求得分与一般人口学特征之间的关系
!

不

同人口统计学和临床特征&年龄#学历#入院方式#支付方式'的

老年慢性病住院患者心理需求得分之间的差异见表
1

"年龄#

入院方式对老年慢性病住院患者心理需求总值状况有关联!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D>C

'*教育程度与心理需求总值之间其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D>C

'!尚不能认为二者存在明显关系"

但其对心理需求中-社会适应.该维度有影响!

0-2

&教育程度与

心理需求中-社会适应.-康复环境.两维度'相关联分析!显示(

学历在大学及以上与初中及以下的老年人对社会适应#康复环

境需求有差异
!

值分别为
>D>>1

#

>D>71

'!学历高者社会适应能

力高于低者*同样学历高者对康复环境要求高于低者"

表
;

!!

老年慢性病住院患者心理需求各维度分析表%

F 8̀

'分&

项目 人数&

%

' 得分
R !

情感交流&

A

'

;7; 6D7:̀ >D=1 ;:D:6

$

>D>;

社会适应&

P

'

;7; 6D1=̀ >D=; SD=S

$

>D>;

心理支持&

4

'

;7; 6D7S̀ >DS1 ;7D>6

$

>D>;

康复环境&

2

'

;7; 6D7=̀ >D== =D11

$

>D>;

总需求
6D71̀ >DOC

@DB

!

老年慢性病住院患者心理需求的影响因素
!

业余娱乐生

活#物质生活这两个因素对老年慢性病住院患者心理需求总值

状况有影响!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D>C

'"并且业余娱乐

生活与心理需求中-社会适应.-康复环境.这两个维度有关联!

物质生活对心理需求中-社会适应.也有影响!其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D>C

'!见表
6

"通过独立样本
4

检验!将人际得分分

为-高分.和-低分.两个组!分别以-

1S

.-

S6

.为界限划分为
;

组

和
1

组!发现在社会支持因素中人际关系得分的多少也对患者

的心理需求有影响!见表
7

"

表
1

!!

老年慢性病患者心理需求在不同人口学特征的差异比较%

F 8̀

'分&

项目
%

心理需求总分 社会适应 情感交流 心理支持 康复环境

年龄&岁'

!

O>

!

S7 1S 6DSS̀ >D7: 6DS7̀ >DO= 6DS:̀ >D;7 6DOC̀ >DO; 6D:Ò >DO6

!

SC

!

=: S> 6D6S̀ >DO: 6D;=̀ >D== 6D77̀ >D=: 6D7C̀ >DSS 6D6C̀ >D:1

!&

:> 77 6D61̀ >DO> 6D;7̀ >D=1 6D67̀ >DS6 6D6=̀ >DO: 6D6=̀ >D=S

R CD>61 CD7>7 1DS1; ;D1=C CD7>1

! >D>>= >D>>O >D>O: >D1=> >D>>O

教育程度

!

初中及以下
O; 6D6C̀ >DO> 6D>S̀ >DS= 6D71̀ >D=6 6D7C̀ >DS; 6D6Ò >DS:

!

高中及中专
6O 6D7:̀ >DS> 6D17̀ >D=S 6DO;̀ >D=C 6DO>̀ >DS6 6D6=̀ >D;>

C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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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

老年慢性病患者心理需求在不同人口学特征的差异比较%

F 8̀

'分&

项目
%

心理需求总分 社会适应 情感交流 心理支持 康复环境

!

大学及以上
77 6DC>̀ >DOO 6DC=̀ >D=C 6D77̀ >D=> 6D6S̀ >DS; 6DS1̀ >D=:

R >D==6 7D=;O >DOO= ;D>7> 1D7;S

! >D7;O >D>;> >DC;7 >D6CO >D>:6

入院方式

!

门诊
:7 6D7C̀ >DO7 6D1S̀ >D=1 6D7:̀ >D=> 6DC>̀ >DS; 6DC1̀ >D==

!

外院转入
1O 6DO6g>DC> 6DC>̀ >D=1 6D=6̀ >DS1 6DO>̀ >DO6 6D7=̀ >D=>

!

其他
1; 6D;>̀ >DS1 6D>1̀ >D:S 1D:S̀ >D=1 6D;Ò >DS: 6D1:̀ ;D>>

R 7D;O= ;D=C7 SD>S= 1DC6: >DCS=

! >D>;S >D;O; >D>>; >D>=6 >DCO1

医疗费用支付方式

!

自费及其他
1C 6D17̀ >DO7 1D:=>D:1 6D1=>DS= 6D7C̀ >DSC 6D;7̀ ;D>1

!

医疗保险
;;O 6D7S̀ >DO7 6D67>D=6 6DC1>D=6 6D7S̀ >DS; 6DCC̀ >D=7

R 1DC:; 6DCS= ;DS61 >D>>: 7D7OO

! >D;;> >D>CS >D;:> >D:1C >D>6O

表
6

!!

影响老年患者对探视需求的因素与心理需求总值关系分析%

%f;7;

'

F 8̀

'分&

项目 心理需求总值 社会适应 康复环境 心理支持 情感交流

业余娱乐生活
6D76̀ >DOC 6D1S̀ >D=C 6D7=̀ >D=: 6D7S̀ >DS1 6D7=̀ >D=1

R ;D:7O ;DS:> 1D;C= ;DO1C ;D11=

! >D>;7 >D>1S >D>>C >D>C7 >D17;

物质生活
6D71̀ >DO6 6D1S̀ >D=C 6D7=̀ >D=: 6D7S̀ >DS1 6D7=̀ >D=1

R 1D=1C 6D;S> ;D:6> ;DOO1 1D>C7

! >D>;6 >D>>O >D=> >D;6C >D>O6

表
7

!!

人际关系得分的高低对老年患者的心理需求

!!!

影响分析比较%

F 8̀

'分&

组别
%

心理需求总值 情感交流 社会适应 心理支持 康复环境

; 71 6D6=̀ >DOO 6D66̀ >D=: 6D1C̀ >D:; 6D7=̀ >D=6 6D77̀ >D:O

1 7S 6DC:̀ >D7C 6DS6̀ >DCC 6D6S̀ >DS6 6DO;̀ >DC> 6DCS̀ >DO1

4 a;DS7O a1DCO1 a>DS>> a>D==> a>DS=:

! >D>>C >D>>> >D>;O >D>>> >D>;;

A

!

讨
!!

论

AD?

!

老年慢性病住院患者心理需求表现的具体问题
!

本研究

中老年慢性病患者多为丧偶老年人!主诉每周都希望家人来院

探视
;

!

1

次!自我幸福感才能得到满足"从表
;

中得知!老年

慢性病住院患者对情感交流需求度最高!而情感交流主要就是

与家属及医务人员之间的沟通交流"两两比较得出的结果与

统计计算得到的
7

个维度均数值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D>C

'!也就进一步说明老年慢性病住院患者对情感交流的需

求较明显!即老年住院患者对家庭探视需求大!希望有更多的

情感交流"贺寨平$

6

%提到情感支持即所谓的-精神赡养.!指的

就是给予个人爱#关怀#同情#理解#接受和安全感!且研究表明

有情感支持的老年人身心更为健康!生活满意度也更高"王晓

瑞$

7

%对老年人心理需求调查显示!老年人对亲情的渴望与需求

是并存的!家属亲人的探视对他们的住院生活有支持作用"加

之慢性病具有病程长!病情复杂易反复发作的特点!对该类患

者的照护显得十分重要!尤其是心理方面的照护!因为患者在

住院期间易产生焦虑#抑郁#悲观等不良的心理情绪$

C

%

"对患

者做好心理护理很重要!不仅仅是医护方面的心理护理!还有

家庭方面的护理"程毛凤$

O

%对老年慢性患者心理需求中的调

查显示!

S><

以上的患者需要家人心理方面的护理!患者对家

庭探视的需求相对较高"陈翠芳$

S

%指出了家属亲人的支持对

住院老年人的负性情绪可起到一定的克制作用"适当的情感

支持对老年慢性病患者的生存质量#幸福指数提高具有现实

意义"

AD@

!

老年慢性病住院患者人口学特征与心理需求的关系

AD@D?

!

年龄
!

本研究结果发现!不同年龄段的老年慢性病住

院患者对家庭探视的心理需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D>C

'"

0-2

显示
O>

!

O7

岁老年人与
=>

岁以上的老年人对照!老年人

年龄越大对家庭探视需求就越大!对-爱与归属.需求也随之增

加!这与文献$

=G:

%报道一致!均强调了随着老年人的增龄!尤

其是高龄老年人!他们更希望能多得到家人的关心!希望多与

家人交流情感!满足自身对-爱与归属感.的需求"

AD@D@

!

教育程度
!

受教育程度高的老年慢性病住院患者对家

庭探视的心理需求度更低!研究结果发现其与社会适应有关"

调查发现该院学历在大学及其以上的住院老年人社会适应力

更强!他们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自娱自乐!对家庭探视的需

求就较低*相反!初中及其以下学历的住院老年人则因自己找

不到娱乐方式排遣而感到孤独!对家属的探视需求更为明显"

教育程度高的老年人普遍住院心情都较好!可见住院老年人中

部分老年人因住院心情好对家庭探视的需求度则相对低!这与

徐红林等$

;>

%研究一致!表明了心情高低与文化程度有关!随文

化程度提高而改善"

AD@DA

!

入院方式
!

本研究显示!入院方式不同的老年慢性病

住院患者对家庭探视的心理需求之间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

!

$

>D>C

'"经朋友#同事#亲戚介绍由门诊挂号入院的老年

慢性病患者普遍对家庭探视需求较大!这主要是由于其住院主

要目的不是为了治病!而是来疗养养老的!而选择来医院居住

养老又是为了给子女减轻照护负担!让自己子女能全新工作及

照顾他们自己子女"对于这类老年人老说!在与他们交谈中发

现!为了给子女减轻负担!他们选择住院养老!但存在对探视的

O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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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且进一步谈话发现!这可能与该类患者住院疗养期间无

人陪伴有关"

AD@DB

!

医疗费用支付方式
!

不同医疗费用支付方式的老年患

者其对家庭探视心理需求存在差异!特别体现在社会适应#康

复环境这两个维度!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D>C

'"这可能

与大部分老年人认为有医保报销后!自己承担的费用就较少

了!子女就不用太专注挣钱供养自己!相对而言就有时间来医

院看望自己!并且能将钱利用在买报刊书籍上!增加业余娱乐

消遣方式!自我感觉住院生活舒适"

ADA

!

影响老年慢性病住院患者对家庭探视的心理需求的因素

分析

ADAD?

!

业余娱乐生活
!

业余娱乐生活对老年慢性病住院患者

对家庭探视的心理需求有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D>C

'"大部分老年人希望住院生活丰富多彩!能有更多的娱

乐方式!比如说增加志愿者来院表演的次数!提供专门书画阅

览室#陶瓷制作室等供老年人丰富自己业余爱好"李莫皒

等$

;;

%对北京市老年人娱乐方式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中

指出(娱乐休闲是老年人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克服老年

人忧郁等不良情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适当的娱乐生活有利

于改善健康状况!达到延年益寿的效果"郭晋武$

;1

%的调查表

明!娱乐休闲活动作为愿望性活动有助于改善老年人的心理健

康水平"本研究发现!有娱乐方式的患者对家属的探视需求相

对较小!反之没有娱乐方式且身体生理功能受限的老年人!易

产生孤独感!需要更多的关心!不只是家人甚至医务人员等"

因此!增加医院娱乐设施!娱乐方式等显得十分有必要"访谈

发现!老年住院患者均主诉-希望增加院内文化娱乐生活!让我

们感受到住院生活的幸福有趣!生活变得充实!对家人探视需

求不大了"医院若增加娱乐方式!我们能找到有趣的方式去排

遣自己的时间!就不会感到无聊和孤独!这样不但子女能专心

自己事业!我们也能得到满意的住院生活!幸福感也能得到提

高."可见!业余娱乐生活对老年慢性病住院患者心理需求具

有显著影响"而娱乐生活丰富的患者社会适应也强!对家庭探

视的需求相对减少"

ADAD@

!

物质生活
!

研究显示!物质生活需求与老年慢性病住

院患者对家庭探视的心理需求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D>C

'"调查发现大部分老年人希望自己在院生活能得到精神

慰藉!不仅仅是儿女对自己物质方面的给予!更加重要的是他

们对自己的关怀照顾"该院入住老年人普遍物质条件都较好!

不存在生活困难的老年人!因此更偏向对亲情的需求"交谈中

发现!

:><

老年人希望得到家人的关心呵护!满足自身日益增

长的精神需求!实现提升生存技师及住院生活满意度的目标"

ADADA

!

社会支持与人员关系
!

结果显示!实际上人际得分会

影响患者心理!结合医院实际分析!老年慢性病住院患者无论

是与社会#家人#朋友#院友等交往密切与否!其自身心理需求

还是比较强烈"交谈发现!人际关系密切的老年人也需要探

视!虽然一般假设得分高者心理需求低于低者!但是研究发现

分数高低不影响老年人的心理需求!其均有现实意义"人际关

系得分高低均会对老年人心理需求产生影响!而高分组需求更

为突出!呈正相关!可进一步推论老年人是非常需要人际交往

的"这并不仅仅是低分组的心理需求才大"在现实生活中!往

往忽视了老年人内心真实的需求"研究显示老年人对家属探

视是有需求的!而一贯的传统思想认为老年人如果身边有人陪

伴!那么他们对探视的心理需求可能也就不大了!但没想到的

是可能由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原因!他们在压抑自己的心理需

求"在访谈中不只是一位老年人这样讲到!大多数都是这种情

况!虽然人际关系比较好!但是都因为生活工作而理解他们!压

抑着自己内心对亲人来院探视自己的心理需求"交谈发现!人

际交流得分高的这部分老年人虽然体恤儿女!压制自己心理需

求!但是仍希望有更多的条件空间让他们能扩展人脉圈!丰富

院内的社会文化生活!以此填补内心的空缺"由此可见!与人

交流沟通!增加社会人员的探视陪伴是当前老年慢性病住院患

者普遍存在的社会需求!应引起社会人士以及广泛医务人员的

重视"因此!首要问题是深层次地看待问题并找出对策"

虽然在本研究中选取的样本量还较少!病情多为轻度的慢

性病患者!且患者均居住在本院地域内!半年内发放问卷总的

难度不大!且笔者把调查时间都安排在周末!故收效尚佳"老

年慢性病住院患者对家庭探视存在普遍需求!怎样将本研究成

果普遍应用老年类养老院#老年类专科医院!以及三甲医院的

干部疗养院等地方还需进一步研究!强调加强对老年人精神慰

藉服务工作将成为未来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仍将继续进行

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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