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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调查脑卒中肠内营养患者在行家庭肠内营养期间照顾者的负担现状!分析照顾者负担的影响因素%方法
!

收集在该院住院行肠内营养治疗'且出院后继续实施家庭肠内营养治疗的脑卒中患者的直接照顾者作为研究对象共
!"!

人%采

用照顾者负担问卷'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患者及其照顾者一般情况进行问卷调查!统计分析照顾者负担水平状况及其相

关影响因素%结果
!

结果显示
!"!

名接受调查的照顾者负担总评分"

N"<$ZiM<ZN

$分%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照顾者的年龄'家庭

人均收入水平'照顾者是否伴有负性情绪"焦虑或抑郁$'照顾时间'患者
'S0//

评分及喂养方式的负担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N

$%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照顾者照顾时间'喂养方式'照顾者伴有焦虑或伴有抑郁'患者
'S0//

评分是照顾者负担的主

要影响因素"

!

$

"<"N

$%结论
!

照顾者在照顾患者时存在较大的负担!应当引起关注%

"关键词#

!

肠道营养#寄养家庭照护#卒中#患病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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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是急性脑血管意外事件$

$

%

!它不仅影响患者的身心

健康!还会给照顾者带来负性情绪"卒中后!患者因意识障碍#

吞咽障碍#肢体活动障碍#构音障碍等原因!导致生活自理能力

下降!甚至不能自行进食!需要照顾者协助甚至替代其完成"

家庭肠内营养支持是医院治疗的延续!是对脑卒中患者较为经

济实用的营养支持手段$

!#%

%

!但需要患者家属持续不断的关注

与照料"由于照顾者未接受过专业的培训!不熟悉护理工作!

往往给照顾者造成较大身心压力!导致照顾者身心负担较重"

目前对脑卒中患者的照顾者的关注程度不足!尚无关于脑卒中

肠内营养患者的照顾者的负担研究!本研究通过调查探讨引起

脑卒中肠内营养照顾者的负担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为脑卒中肠

内营养患者的照顾者的健康教育及相应干预措施提供客观

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P

年
$"

月至
!"$O

年
$

月于本院住

院行肠内营养治疗#且出院后继续实施家庭肠内营养治疗的脑

卒中患者的直接照顾者作为研究对象共
!"!

人!其中男
X"

人!

女
$!!

人"纳入标准)&

$

'照顾者为患者的健康成年亲属&配

偶#父母或子女!兄弟姐妹等'+&

!

'经培训后能够熟练掌握家庭

肠内营养的注意事项!且累计照顾时间大于
%

个月+&

%

'年龄大

于
$X

岁+&

P

'无严重感染性疾病#肿瘤#严重脏器功能衰竭等+

&

N

'对本研究知情同意"排除标准)&

$

'有交流障碍或不能配合

调查者+&

!

'通过照顾患者获得经济报酬者+&

%

'有精神疾病病

史#不良嗜好#特殊药物依赖史+&

P

'拒绝调查者"

?<@

!

方法

?<@<?

!

研究工具

ZZ%

重庆医学
!"$X

年
$

月第
PZ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河北省科技厅科技支撑课题&

$%!ZZZPXT

'+河北省教育厅基金&

R!"$Z"$N

'"

!

作者简介$韩晓燕&

$MZ"d

'!主管技师!本科!主

要从事临床检验研究"

!

#

!

通信作者!

1#L:K;

)

>A8D

Ca

K8MON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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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情况问卷
!

患者一般情况问卷!包括姓名#性

别#年龄#民族#营养支持方式等"照顾者一般情况问卷!包括

姓名#性别#年龄#民族#与患者关系#照顾时间#工作状况#婚姻

状况#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收入等"

?<@<?<@

!

照顾者负担问卷&

>:F8

C

KU8FBHFG8DKDU8D9@F

I

!

.6S

'

!

该量表是由
',̀ )7

等$

P

%于
$MXM

年开发!岳鹏等$

N

%将其汉

化!研究显示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该量表用于测量照顾者在照

顾患者时所承受的负担!要求照顾者仔细阅读每个问题!然后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认真填写!每个问题有
N

个答案分别用

"

#

$

#

!

#

%

#

P

表示完全不同意#不同意#不一定#同意#完全同意"

量表共有
!P

个条目!分为
N

个维度!包括)时间依赖型负担#发

展受限性负担#身体性负担#社会性负担和情感性负担"得分

越高表示负担程度越高!

$

%!

分为轻度负担水平!

%!

%

OP

分为

中度负担水平!

%

OP

分为重度负担水平"

?<@<?<A

!

焦虑自评量表&

?8;=#F:9KD

C

:DVK89

I

?>:;8

!

/)/

'

!

此

表共有
!"

个项目!调查照顾者自己最近
$

周的实际感觉!它主

要用于评定症状出现的频率!在相应的数字前确认表示!主要

的情绪和躯体症状的自评根据自觉症状的程度选择$

O

%

"其标

准为)

$

代表很少有!

!

代表有时有!

%

代表大部分时间有!

P

代

表绝大多数时间有"在
!"

个项目中有
$N

项是用负性词描述

的!按
$

%

P

顺序进行评分"其余第
N

#

M

#

$%

#

$Z

#

$M

项是用正性

词描述!按
P

%

$

反向计分"

$

N"

分为无焦虑!

N"

%

NM

分为轻

度焦虑!

O"

%

OM

分为中度焦虑!

%

OM

分为重度焦虑"

?<@<?<B

!

抑郁自评量表&

?8;=#F:9KD

C

G8

E

F8??K@D?>:;8

!

/T/

'

!

此表主要用于评定抑郁患者的主观感受$

O

%

"主要评定症状出

现的频率!其标准为)

$

代表很少有!

!

代表有时有!

%

代表大部

分时间有!

P

代表绝大多数时间有"它包含有
!"

个项目!含
P

道反向评分题"分
P

级评分)

$

N%

分为无抑郁!

N%

%

O!

分为轻

度抑郁!

O%

%

Z!

分为中度抑郁!

%

Z!

分为重度抑郁"

?<@<?<C

!

神经功能缺损评分表&

DKA?9F@\8?>:;8

!

'S0//

'

!

该

表是在
$MXM

年
40,-/

等为研究对急性脑卒中的治疗效果

进行评价而设计的!评估项目包括)感觉#运动#意识#语言#视

觉#共济失调等
$N

项神经功能的检查!总分
P!

分!

$

X

分为轻

度!

X

%

$P

分为中度!

%

$P

分为重度$

Z

%

"此表使用比较简便!可

以在
$G

之内对患者进行多次检查!具有较高的信度"

?<@<@

!

资料收集方法
!

照顾者在院内接受培训!所有照顾者

均由本课题组指导实施家庭肠内营养!保证每位照顾者能够熟

练掌握家庭肠内营养的操作流程及注意事项"照顾者于患者

实施家庭肠内营养
%

个月时接受问卷调查!研究者记录患者及

照顾者一般资料"

?<A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Z<"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

资料用
)i@

表示!单因素分析采用
<

检验和方差分析!多因素

分析采用多元逐步回归分析!以
!

$

"<"N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结
!!

果

@<?

!

照顾者负担现状
!

接受调查的
!"!

例照顾者中!有轻度

负担的照顾者
$!

人&

N<MPc

'!有中度负担的照顾者
$O!

人

&

X"<!"c

'!有重度负担的照顾者
!X

人&

$%<XOc

'!中重度负担

占
MP<"Oc

!总评分&

N"<$ZiM<ZN

'分"

@<@

!

照顾者负担一般影响因素分析
!

将照顾者性别#年龄#受

教育程度#与患者关系#婚姻状况进行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

龄高于
O"

岁的照顾者的负担要高于年龄小于
O"

岁的照顾者!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N

'!见表
$

"

@<A

!

照顾者经济支持状况影响因素分析
!

将照顾者家庭人均

月收入#照顾者工作状况#有无其他家庭成员协助照顾患者#照

顾患者时间进行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家庭人均月收入高于

X""

元的照顾者#照顾患者时间每天在
$"

小时以下的照顾者

的负担较轻!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N

'!见表
!

"

表
$

!!

照顾者负担的一般影响因素分析&

)i@

'分(

项目
+

负担评分
&

(

< !

性别
"<OOO "<N"O

!

男
X" N"<X"iM<!N

!

女
$!! PM<ZOi$"<$!

年龄
dN<"N$ "<"""

!$

O"

岁
$Z$ PX<X$iM<P$

!&

O"

岁
%$ NM<NZiO<ON

受教育水平
$<NOO "<!$!

!

小学
PN PX<$$iM<%!

!

中学
$%! N"<%XiM<M!

!

大学及以上
!N N%<!ZiM<!P

与患者关系
"<PXO "<O$O

!

配偶
$$N PM<NPiM<X$

!

子女
ZX N$<"Mi$"<$M

!

其他
M N"<$Pi%<$X

婚姻状况
"<XNO "<%M%

!

已婚
$X$ N"<%Pi$"<"%

!

未婚
!$ PZ<Z%iP<!Z

表
!

!!

照顾者负担的一般经济%支持状况影响

!!!

因素分析&

)i@

'分(

项目
+

负担评分
&

(

< !

家庭人均收入
O<!PN "<"""

!$

X""

元(月
$PZ N!<NOiM<!P

!&

X""

元(月
NN P!<NZiZ<!M

工作状况
"<N"M "<O"!

!

日间工作
ZM PM<P%iM<ZP

!

夜间工作
%M PM<OZi$"<"%

!

无工作
XP N$<"PiM<ZX

家庭支持状况
d"<"XO "<M%$

!

有家庭成员协助
$%M N"<$%iM<MO

!

无家庭成员协助
O% N"<!ZiM<P"

照顾时间
N<X$" "<"""

!&

$"A

(

G $$! N%<ZMiM<"N

!$

$"A

(

G M" PN<Z!iX<ZX

@<B

!

照顾者心理状况影响因素分析
!

将照顾者焦虑#抑郁状

XZ%

重庆医学
!"$X

年
$

月第
PZ

卷第
%

期



书书书

况进行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焦虑抑郁水平越高的照顾者负担

越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

"

患者情况对照顾者影响因素分析
"

将患者的喂养情况%

%&'((

分级进行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应用胃造瘘%

%&'((

分

级为重度神经缺损的患者的照顾者负担越重!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

#!见表
*

$

表
$

""

照顾者负担的心理状况影响因素分析!

"+#

"分#

项目
$

负担评分
% !

焦虑水平
*#"#,- !"!!!

"

无焦虑
)!* *#"),+."$.

"

轻度焦虑
*- #)"!!+."*/

"

中度焦虑
*, #,",-+.")$

"

重度焦虑
. /0"!!+-"*#

抑郁水平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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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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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度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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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顾者负担的多因素分析
"

以单因素分析结果为基础!

以家庭肠内营养照顾者负担得分为因变量!照顾者的年龄%家

庭人均月收入%照顾时间%焦虑%抑郁!患者的喂养方式%神经功

能缺损程度
.

项为自变量!采用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对家庭肠

内营养照顾者负担得分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照顾时间

大于
)!1

&

2

%重度焦虑%重度抑郁%患者应用胃造瘘喂养%患者

神经功能缺损程度严重的照顾者的负担更重"

!

!

!"!)

#!见

表
#

$

表
*

""

患者患病情况对照顾者负担的影响

"""

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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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项目
$

负担评分
% !

营养方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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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养
/# $,",0+#"/$

"

鼻饲
)!* #)"0/+/".,

"

胃造瘘
$$ /)"$!+#"*.

%&'((

分级
*,"0*# !"!!!

"

轻度
/, **"-)+0"##

"

中度
,/ #)"*-+.".$

"

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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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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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照顾者负担的多因素分析

主要影响因素 回归系数 标准误 标准回归系数
& ! ,#3'(

常量
$)"//0 -")0/ )*"*00 !"!!! -."$#)

!

$#",0#

年龄
!"$.$ !",,$ !"!)$ !"$.# !".!0 4)"#0,

!

-"$$#

家庭人均月收入
4!"#-- !".,0 4!"!-$ 4!"/#*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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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顾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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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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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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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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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功能缺损程度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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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
""

论

本研究显示!脑卒中患者照顾者负担多数处于中重度水

平!占调查人数的
,#"!/3

!远高于国外
5&678

等'

0

(脑卒中患

者照顾者负担率
-#"!!3

!

#*"!!3

!这可能与国外对失能患

者照护具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关'

,

(

$梅永霞等'

)!

(报告社

区脑卒中照顾者有负担的比例达
,$"$!3

!彭中华'

))

(对社区脑

卒中照顾者调查显示!

,!")03

的照顾者存在不同程度的负担!

表明我国脑卒中照顾者大多数存在不同程度的负担$同时!老

年照顾者负担水平要高于中青年照顾者!这与国内外研究结果

一致'

)-9)$

(

!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慢性疾病多!体力

与精力都不及中青年人$此外!老年人作为一个社会弱势群

体'

)*

(

!自身就需要家庭%社会的支持及照顾!负担大!而再去照

顾一个患者!其负担会更重$

单因素分析显示!照顾者负担水平越重!其发生焦虑抑郁

的可能性就越大$本研究中!照顾者焦虑症状及抑郁症状的患

病率分别为
*0"#)3

和
/$"$*3

$多因素分析显示焦虑和抑郁

是照顾者负担的独立影响因素!与
7':;;:<':5=>>

等'

)#

(

研究结果一致$因此!医务工作者在关注卒中患者的同时!也

应当注意照顾者在照顾卒中患者时出现的负性情绪!及时对照

顾者进行适当的心理疏导!减轻其负性情绪和负担$此外!照

顾者负担水平与照顾者经济收入%每日照顾时间呈负相关!其

经济收入高%每日照顾时间短!照顾者负担水平就轻$但多因

素分析中显示照顾者经济收入%每日照顾时间并不能作为影响

照顾者负担水平的独立因素!这可能与本次调查对象多为病情

较重的患者有关$

脑卒中患者患病轻重程度也直接影响照顾者的负担水平$

本研究多因素分析显示!喂养方式%神经功能缺损程度作为照

顾者负担的独立影响因素!喂养方式为鼻饲及胃造瘘患者照顾

者负担水平要明显高于普通喂养方式的患者照顾者!神经功能

缺损程度严重的患者照顾者的负担水平高于神经功能缺损程

度轻的患者$由于患者疾病重!对照顾者依赖性大!且需要照

顾者具备较高水平的护理操作技能!花费更多的时间!导致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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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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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顾者身心疲惫!承受着比较重的负担$因此医务人员在对患者

进行康复训练!促进其神经功能的恢复外!还应对照顾者给予

相应的护理技能指导或培训!以更好地适应照顾患者!减轻其

负担'

)/

(

$

综上所述!

,#3

以上的照顾者在护理家庭肠内营养工作中

有中重度的压力!重度压力照顾者高达
)-"/3

)低水平的家庭

经济收入%照顾时间%喂养方式%照顾者伴有负性情绪"焦虑或

抑郁#及患者的
%&'((

评分是家庭肠内营养照顾者重度压力

形成的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故在工作中!不仅要关注照顾者在

院的负担状况!也同样要关注患者出院后照顾者的心理状况!

从而改善并提高其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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