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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吞咽障碍患者的生活质量!分析其相关影响因素%方法
!

选取
FG(J

年就诊于三峡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康复医学科的脑血管意外并发吞咽障碍患者
(GG

例为研究对象%采用吞咽障碍患者生活质量量表"

$V'\?h6\

$进行问卷调查

及评分!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
!

生活质量评价个人总分最低者为
(I

分!最高者为
JK

分!平均
RH5RR

分%得分

最低
(G

个条目主要分布在食物选择&心理压力及恐惧!得分最高的
(G

个条目主要分布在心理健康&社会功能和食欲%经相关性

分析吞咽评分及进食方式与患者生活质量相关度最高%结论
!

障碍程度及进食方式是影响吞咽障碍患者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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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咽障碍是指不能将食物或液体从口腔安全送至胃内"也

包括口准备阶段的异常"例如咀嚼和舌运动异常等$

(

%

!脑卒中

是并发吞咽障碍的主要元凶"

HẀ

"

WR̀

的急性脑卒中患者伴

有不同程度的吞咽障碍$

F

%

!美国每年新发卒中
HG

万"占死亡

原因第
R

位+我国脑血管疾病发病率为
FGG

*

(GGGGG

"居全球第

R

位$

R

%

!吞咽障碍现已成为患者肺部感染#营养障碍及预后不

良的高危因素"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甚至危及生命$

J

%

!目前

临床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各种专科特异性生活

质量量表多达
(GG

多种"

"B10<+/

:

教授早在
FGGG

年就制定

了吞咽障碍患者生活质量量表&

$V'\?h6\

'

$

H

%

"其敏感度#信

度及效度均较高!国内很多学者利用此表来评价某种药物或

治疗方法对吞咽障碍生活质量的改善程度$

Q

%

"但对国内吞咽障

碍患者生活质量现状的调查还鲜有报道!本文旨在通过量表

来评价吞咽障碍患者生活质量下降的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的相

关系性"为改善吞咽障碍患者的生活质量而采取针对性的临床

干预!

@

!

资料与方法

@5@

!

一般资料
!

选取
FG(J

年就诊于本院的脑血管意外并发

吞咽障碍患者
(GG

例为研究对象"其中男
QW

例"女
RR

例"年龄

RJ

"

WQ

岁"平均
HI

岁!所选病例均符合脑血管疾病的诊断标

准$

W

%

"并经
E%

或
"M#

确诊为脑梗死或脑出血"经饮水试验筛

查为吞咽异常&

F

"

H

级'

$

I

%

"无认知障碍且自愿配合!

@5A

!

方法
!

采用
$V'\?h6\

对患者进行评分"包括
((

个维

度共计
JJ

个子条目"每个条目从差到好依次赋分值为
(

"

H

分"各维度得分&为该维度包含的所有条目得分均值'总和为生

活质量总分"满分为
HH

分"积分越高表示生活质量越好!另外

收集患者的年龄#病程#文化程度#治疗时间#并发症发生情况#

进食方式及吞咽功能评分
W

个影响因素进行相关性分析$

K

%

!

其中治疗时间是指系统的专业康复评估及治疗时间&如针灸#

]93*4$39A

吞咽电刺激#摄食训练等'+并发症主要包括脱水#电

解质紊乱#消瘦#机体免疫力低下及吸入性肺炎等!

@5B

!

统计学处理
!

所有数据经统计学软件
$N$$(R5G

进行统

计分析!计量资料以
3a6

表示"相关性分析采用
N/*<80+

检

验"以
"

%

G5GH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结
!!

果

A5@

!

各影响因素构成比情况
!

见表
(

!

A5A

!

吞咽障碍患者生活质量问卷调查情况
!

生活质量评价个

人总分最低者为
(I

分"最高者为
JK

分"平均
RH5RR

分!

((

个

维度的得分情况见表
F

!

A5B

!

生活质量得分最低的
(G

个条目
!

(GG

例吞咽障碍患者

Q(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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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质量得分最低的
(G

个条目主要分布在食物选择"其次是

心理压力和恐惧心理!见表
R

!

表
(

!!

各影响因素构成比情况

影响因素 例数&

!

' 影响因素 例数&

!

'

年龄&岁'

!

高中
RW

!%

HG (I

!

大学及以上
(J

!

HG

"

HK JW

病程&

=

'

!

QG

"

QK (Q

!%

(H FF

!'

WG (K

!

(H

"

RG RG

吞咽评分&分'

!

R(

"

KG RW

!

G

"

R HH

!$

KG ((

!

J

"

Q (Q

治疗时间&

=

'

!

W

"

K FK

!%

(Q HF

并发症
!

(Q

"

RG JR

!

有
FK

!$

RG H

!

无
W(

进食方式

文化程度
!

经口
JG

!

小学及以下
RF

!

鼻饲管
QG

!

初中
(W

表
F

!!

吞咽障碍患者生活质量各维度得分情况%分&

维度 最低分 最高分
3a6

恐惧
(5GG H5GG F5WQa(5GH

食物选择
(5RR J5GG F5IFaG5WH

心理压力
(5QW H5GG F5KGa(5GI

进食时间
F5GG J5FH F5KQaG5HK

社会功能
F5GG J5IK R5RJaG5WH

言语交流
(5GG H5GG R5JGa(5GW

症状*频率
F5HI J5QW R5J(aG5QW

疲劳
F5GG J5QW R5JJaG5WF

食欲
F5IG J5QG R5QKaG5JW

睡眠
R5GG J5RR R5WQaG5JI

心理健康
F5QW H5GG R5IKaG5QI

总分
FF5GH H(5J( RQ5RWaI5R(

表
R

!!

生活质量得分最低的
(G

个条目%

3a6

(分&

条目 维度 得分

(

!

我比别人吃得慢 进食时间
F5RHaG5QW

F

!

克服吞咽问题令我感到困难 心理压力
F5JGaG5HJ

R

!

进食水时总担心会呛到 恐惧
F5HFaG5HI

J

!

很难找到我可以吃又喜欢吃的食物 食物选择
F5WGaG5WR

H

!

我不清楚我能吃什么样的食物 食物选择
F5WJaG5JH

Q

!

不能长时间交谈 言语交流
F5IGa(5GF

W

!

因为吞咽问题我无法外出就餐 社会功能
F5IRa(5GH

续表
R

!!

生活质量得分最低的
(G

个条目%

3a6

(分&

条目 维度 得分

I

!

担心感染 恐惧
F5IWaG5IW

K

!

吞咽问题是我生活中最大的烦恼 心理压力
F5KGaG5QF

(G

!

经历了尝试与失败才知道自己能吃啥 食物选择
F5KQa(5GI

A5C

!

生活质量得分最高的
(G

个条目
!

(GG

例吞咽障碍患者

生活质量得分最高的
(G

个条目半数都分布在心理健康"其次

是社会功能和食欲!见表
J

!

表
J

!!

生活质量得分最高的
(G

个条目%

3a6

(分&

条目 维度 得分

(

!

看到别人正常的吃喝令我很受刺激 心理健康
J5JRaG5WI

F

!

不能正常地吃喝令我抓狂 心理健康
J5RKaG5QK

R

!

我觉得吃不吃都无所谓 食欲
J5(Ga(5GQ

J

!

吞咽困难常常令我有烦躁行为 心理健康
J5GKaG5IK

H

!

我对自己吞咽的问题丧失信心 心理健康
R5K(aG5HW

Q

!

入睡有困难 睡眠情况
R5KGaG5HK

W

!

因为吞咽困难别人对我另眼相看 心理健康
R5WJaG5WR

I

!

不愿意出外就餐 社会功能
R5WJaG5WQ

K

!

对原本喜欢的社交活动不再有兴趣 社会功能
R5W(aG5WH

(G

!

没有我喜欢的食物 食欲
R5WGaG5QJ

A5D

!

吞咽障碍患者生活质量与其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

生

活质量总分与文化程度&

;̂ G5RG

'#进食方式&

;̂ G5WR

'及吞咽

评分&

;^G5WJ

'呈正相关"与年龄&

;^bG5RG

'#病程&

;^

bG5RH

'#并发症&

;^bG5JI

'#治疗时间&

;^bG5RG

'呈负

相关!

B

!

讨
!!

论

通过吞咽进食摄取足够的食物对保持健康及营养维持是

必不可少的"而进食也是一种社交活动"即使轻度吞咽障碍"也

可对人的心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K

%

!吞咽障碍所引起的一

系列问题影响了患者整体机能恢复"目前临床上还没有治疗卒

中后吞咽障碍的确切疗效药物$

(G?((

%

"大量国内外研究证实"经

过规范的康复训练可以改善患者的吞咽功能$

(F?(R

%

"但患者的

生活质量是否也随之得到改善却少有统计!

本研究显示"

(GG

例吞咽障碍患者生活质量得分总分最低

(I

分"最高
JK

分"平均
RH5RR

分"这充分说明吞咽障碍患者的

生活质量不高!

((

个维度单项均分由低到高依次为恐惧#食

物选择#心理压力#进食时间#社会功能#言语交流#症状*频率#

疲劳#食欲#睡眠和心理健康!低分多出现在与吞咽活动密切

相关的几个维度"如担心呛咳#不知道如何选择食物#进食时间

过长及心理压力等"这也证实了该量表对吞咽障碍患者的敏感

度较高"说明大多数患者更关注于吞咽障碍对自身的直接影

响+而不直接涉及吞咽活动的几个维度得分最高"如个人心态#

疲劳与睡眠#食欲等"这可能由于患者深受吞咽障碍所带来的

不良感受所累而忽略了生活质量其他方面的影响!

相关性分析表明(吞咽功能障碍程度越重生活质量越差"

这说明患者生活质量对病情严重程度的敏感度高"因此积极改

W(IR

重庆医学
FG(W

年
K

月第
JQ

卷第
FW

期



善吞咽功能是提高生活质量的工作重点!进食方式这一因素

的相关度高表明(虽然经口进食可能造成患者对误吸的恐惧

感"并在食物的选择和进食时间都受到很大地制约"但患者从

心理上会认为这样的方式更接近于正常状态"而且可以避免因

鼻饲管造成整体外在形象的负面影响和对患者味觉享受的

剥夺!

因此"对吞咽障碍患者的临床干预应该是多方面的"包括

功能评估#康复治疗#心理疏导#营养管理及护理干预等$

(J

%

"尤

其是患者的心理问题需要特别关注"患者往往会产生焦虑#悲

观#恐惧及依赖等心理问题"如果能及时加强与患者的沟通"强

化支持系统"对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有很大的帮助!而生活质

量属于个人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它与个体本身的人生观#价值

观#心态#看待事物的角度及处理问题的方法等主观因素也有

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些主观因素是否受患者本人的成长环

境#教育背景及人生阅历这些客观因素的影响值得思考"主观

因素对生活质量的影响程度及主#客观因素之间的关系还有待

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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