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循证医学!

!!

#"&

(

2,3/.6.

,

\

3&KK%326520+/1+34,2+3/23,26

认知刺激疗法对老年痴呆患者干预效果的
=;A$

分析$

罗玉茹2

!牟光容4

!代凤玲2

!罗
!

婧2

!刘
!

瑶2

!雷
!

铖2

!鞠
!

梅2

%

"

23

西南医科大学护理学院!四川泸州
616,,,

&

43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四川泸州
616,,,

#

!!

"摘要#

!

目的
!

评价认知刺激疗法"

'I!

#对老年痴呆(又称阿尔茨海默病"

?)

#)患者的干预效果$方法
!

计算机检索中文文献应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RPG

#%万方数据库%维普数据库"

SG>

#及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

据库"

'(=

#!外文文献应用
>9Z=;#

%

EDZ$K;

!检索
'I!

对
?)

患者影响的随机对照试验"

8'!

#!检索时限为

建库至
4,25

年
.

月$收集
'I!

对
?)

患者干预效果的
8'!

!利用
8;]=$%*3/

软件进行
=;A$

分析$结果
!

纳入文献
2.

篇!

=;A$

分析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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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4

#$仅对康奈尔痴呆抑郁量表评分无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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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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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认知功能%日常生活能力及生活质量&但对抑郁情绪的效果还待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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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痴呆又称阿尔茨海默病&

?OBL;&D;@#&K;$K;

!

?)

'!泛指于
6,

岁以后所患的多种痴呆!分为血管性

痴呆&

S)

'和混合型痴呆&

=)

'等类型"

2

#

!据
UQ[

4,26

年最新数据统计!全世界已有
15,,

万
?)

患

者!占全世界老年人口的
*-

!且每年新增病例
..,

万"

4

#

$

?)

作为一种老年慢性疾病!已成为全球性共

有问题!给患者及其家庭)社会造成巨大的负担"

/

#

!并

越来越多的被各国研究者关注$但
?)

在临床尚无

特效的医治方法!且近
2,

年来无新药物被批准使

用"

1

#

!有研究表明非药物治疗在认知能力和日常活动

能力等方面有较好的疗效"

*

#

$由于患者的认知功能

进行性下降!而合适的心理社会干预可延缓疾病进

程"

6

#

!提高患者认知功能和生活质量"

5

#

$因此在国

外!结构化的认知刺激疗法&

C"

X

%&A&];KA&D9O$A&"%

AL;@$

NV

!

'I!

'已作为一项非药物干预!被纳入英国国

家临床优化研究所&

RG'E

'颁布的临床指南来治疗痴

呆症"

+

#

!

'I!

则是目前运用广泛的认知刺激项目之

一"

.

#

$

'I!

是指参与一系列能提高痴呆患者认知功

能和社会综合功能的干预性活动措施!以讨论时事)

往事回忆)词组游戏等多个主题的活动来刺激认知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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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活动形式主要包括回忆治疗!现实导向!社会活动

和感觉运动$国内关于
'I!

的相关报道较少见!且

其对于
?)

患者的干预效果尚未明确"

2,

#

!因此本文就

国内外
?)

患者
'I!

的相关研究进行
=;A$

分析和

讨论!为其进一步的研究与有效干预提供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3!

!

检索策略
!

中文文献应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

'RPG

')万方数据库)维普数据库&

SG>

'及中国生物

医学文献数据库&

'(=

'!外文文献应用
>9Z=;#

)

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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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
'I!

对
?)

患者影响的随机对照试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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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时限为建库

至
4,25

年
.

月$英文检索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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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检索词(认知刺激)老年痴呆)老

年性痴呆)阿尔茨海默病)血管性痴呆$检索词分为

目标疾病和干预措施两部分!在主题词与自由词结合

的基础上!根据数据库的不同进行相应调整$同时所

有的检索策略均经过多次检索后确定$

!3"

!

方法

!3"3!

!

文献纳入与排除标准
!

纳入标准(&

2

'研究对

象符合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疾病分类标准&

G')02,

'或

美国精神病学会诊断与分级标准&

)I=0

#

'!诊断为

?)

!且纳入研究的患者平均年龄在
6,

岁以上!不分

性别)国籍%&

4

'研究类型为
8'!

!限制语种为汉语和

英语$&

/

'干预措施!试验组进行按一定方案设计的

认知刺激治疗!对照组进行非认知刺激的常规护理治

疗$&

1

'结局指标!有一项及以上评价患者心理或生

理状 况 的 指 标(使 用 简 易 精 神 状 态 检 查 量 表

&

==IE

'!

?)

认知功能评定量表&

?)?I0'"

X

'!日常

生活能力量表&

?)M

'!

?)

生命质量测评量表&

b"M0

?)

'!老年抑郁量表&

F)I

'和康奈尔痴呆抑郁量表

&

'I))

'来评定$提供干预前后得分均值及标准差$

&

*

'干预前试验组与对照组在一般人口学特征及所观

察的指标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3,*

'$排除标

准(&

2

'文献的语种为非中英文%&

4

'理论性研究)个案

研究)综述或
=;A$

分析%&

/

'研究对象为引起痴呆的

可治疗的其他疾病%&

1

'相同作者相似内容的重复报

告%&

*

'重要数据报道不全且联系作者后无回复!无法

利用的文献$

!3"3"

!

资料提取
!

由两名研究者独立阅读文章的题

目和摘要!对初步符合纳入标准的行进一步全文阅

读!而后对纳入结果进行交叉核对!如遇分歧由第
/

名研究者决定是否纳入$资料提取内容主要包括(

&

2

'纳入文献基本信息!包括题目)作者)发表年份%

&

4

'研究特征!包括研究对象的一般特征)样本量)干

预时间和结局指标等%&

/

'文献质量评价的关键要素!

包括随机分组)分配隐藏)盲法)结果数据的完整性

等%&

1

'结局测量指标!包括认知功能)抑郁情绪)生活

质量和日常生活能力$

!3"3#

!

纳入文献的质量评价
!

由两名评价员按照

'"CL@$%;

系统评价员手册评估纳入的
8'!

!评价包

括以下方面(随机分配方案的产生%分配方案的隐藏%

盲法的实施%结果数据的完整性%选择性报告结果%其

他偏倚来源$其中!完全满足以上标准的!存在各种

偏倚的可能最小!为
?

级%部分满足以上标准!发生偏

倚可能性为中度!为
(

级%完全不满足以上标准!发生

偏倚的可能性最高!为
'

级"

22

#

$评价中有分歧的地

方通过第
/

名评价员介入仲裁$

!3#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8;]=$%*3/

软件对所收集

的数据进行
=;A$

分析$通过
!

4 检验和
'

4 检验评估

研究间的异质性!若
!

&

,32

!

'

4

'

*,-

!则认为同质!

使用固定效应模型&

JE=

'分析!若
!

#

,32

!

'

4

"

*,-

!说明研究间具有异质性!对其异质性来源分析!

在排除明显临床异质性的影响下!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

8E=

'进行分析$当对同一干预措施指标的测量方

法相同时!采用加权均数差&

U=)

'进行分析!当测量

方法不同或不同研究间均数差异较大时!选择标准化

均数差&

I=)

'进行分析!所有分析均计算
.*-3'

$

以
!

#

,3,*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3!

!

纳入文献的一般情况及特征
!

最终纳入
2+

项

8'!

"

2404.

#

$文献纳入流程及特征!见图
2

)见表
2

$

图
2

!!

文献纳入流程

"3"

!

纳入文献的质量评价
!

本次纳入的
2+

篇文献

中!

26

篇文献"

2402*

!

25042

!

4/04.

#的方法学质量等级较好!为

?

级%

4

篇文献"

26

!

44

#质量中等!为
(

级$

"3#

!

=;A$

分析结果

"3#3!

!

认知功能干预效果
!

21

篇文献"

2404*

#比较了试

验组和对照组干预后
==IE

得分!按干预时间不同

分为
/

个亚组!各亚组在结局指标上异质性较小!采

用
JE=

进行
=;A$

分析试验组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

&

.*-3'

(

23*2

"

432,

!

!

#

,3,2

'!见图
4

$

*

篇文

献"

4/045

#比较了试验组和对照组干预后
?)?I0'"

X

得

分!结局指标间异质性小&

!H,3,.

!

'

4

H1.-

'!采用

JE=

进行
=;A$

分析!试验组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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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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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纳入研究的一般情况及特征

作者及发表年份 国家
试验组,

对照组&

"

,

"

'

干预频率
!!!

时间
年龄&

#7$

!岁!

试验组,对照组'

结局指标

!?R?P?

等"

24

#

4,25

日本
4,

,

4, 4

次,周!

2

次
4,D&% 24

周
+13.7636

,

+63*7+3/

'

b_GR!?R?0QE8RiR)ET

等"

2/

#

4,26

西班牙
45

,

4* /

次,周!

2

次
/,D&% 4

年 不清楚
'

?IG8E!

等"

21

#

4,2*

土耳其
/2

,

/2 2

次,周!

2

次
/,

"

/*D&% 24

周
+23+713+5

,

+4347*3,5

'(

U_

等"

2*

#

4,2*

中国
*/

,

*, 2

次,周!

2

次
6,D&% 6

周
5/3*753/

,

5/367536

'

'?=?8F[

等"

26

#

4,2*

巴西
5

,

5 2

次,周!

2

次
/,

"

6,D&% 6

个月
+,3+67*341

,

5.31/75322

'

YEM'G'

等"

25

#

4,21

意大利
2,

,

2, 4

次,周!

2

次
6,D&% /

个月
+43576

,

+43/7*3.

'

S?R

等"

2+

#

4,2/

比利时
12

,

12 4

次,周!

2

次
1*D&% 1

周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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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

'I!

对
?)

患者
==IE

得分影响森林图

"3#3"

!

抑郁情绪干预效果
!

按所用量表不同分为两

个亚组!

/

篇文献"

21

!

2+

!

41

#比较了试验组和对照组干预

后
F)I

得分!结局指标间存在异质性&

!H,3,,*

!

'

4

H+2-

'!采用
8E=

进行
=;A$

分析!

.*-3'

(

d6321

"

d,314

!

!H,3,4

%

1

篇文献"

2+02.

!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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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了

试验组和对照组干预后
'I))

得分!结局指标间存在

异质性&

!

#

,3,2

!

'

4

H.2-

'!采用
8E=

进行
=;A$

分析!

.*-3'

(

d*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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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I!

对
?)

患者
?)?I0'"

X

得分影响森林图

图
1

!!

'I!

对
?)

患者抑郁情绪影响森林图

图
*

!!

'I!

对
?)

患者生活质量影响森林图

图
6

!!

'I!

对
?)

患者日常生活能力影响森林图

"3#3#

!

生活质量与日常生活能力比较
!

6

篇文

献"

4,04/

!

4+04.

#比较了试验组和对照组干预后
b"M0?)

得

分!结局指标间存在异质性&

!

#

,3,2

!

'

4

H+.-

'!采

用
8E=

进行
=;A$

分析!

.*-3'

(

,3/5

"

13**

!

!

#

,3,2

!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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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文献"

2.

!

42

!

4104*

#比较了试验组和对照

组干预后
?)M

得分!结局指标间不存在异质性&

!H

,3+.

!

'

4

H,-

'!采用
JE=

进行
=;A$

分析!

.*-3'

(

,346

"

,3.+

!

!

#

,3,2

!见图
6

$

"3#3$

!

文献发表偏倚
!

采用倒漏斗图来评价认知功

能相关文献的发表偏倚!结果大致呈对称分布!提示

纳入文献发表偏倚较小$由于抑郁情绪)生活质量与

自理能力评价纳入的研究样本量较少!因此未做倒漏

斗图对发表偏倚进行分析$

#

!

讨
!!

论

#3!

!

纳入研究的方法学质量
!

本
=;A$

分析纳入文

献质量较高$纳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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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8'!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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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具体描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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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分组序列产生的方法!

21

个采用单盲法!

4

个采

用双盲!

26

个对随机分配方案进行了充分的隐藏!试

验均明确指出两组基线情况可比!并有详细资料$

2+

个
8'!

中!

26

个试验质量等级为
?

!

4

个为
(

$因此!

结果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3"

!

认知刺激对
?)

患者影响的效果评价
!

本研究

主要通过认知功能)抑郁情绪)生活质量与自理能力
1

个指标来进行评定$结果显示!与对照组比较!试验

组
==IE

得分提高
23+2

分!而干预
6

个月以上亚组

的结果得分效应明显高于另外两组&

,

"

/

)

/

"

6

个月

组'!而
?)?I0'"

X

得分降低
23/6

分$以上证据均表

明!

'I!

能改善
?)

患者认知功能!且
'I!

对
==IE

的提高更偏向于一种远期作用!适合长期施行干预$

!!

=;A$

分析结果显示!与对照组比较!试验组生活

质量得分提高
4316

分!日常生活能力提高
,364

分$

表明
'I!

作为改善
?)

患者认知功能最有效的非药

物干预方法之一!在为认知损害的患者提供了增加社

会交往的机会的同时!生活质量和自理能力也得到改

善$这可能与其有效地防止皮质衰变和认知障碍!实

质性地预防和恢复大脑功能和认知属性有关"

/,

#

$

通过
=;A$

分析发现!接受
'I!

的
?)

患者在以

上
1

个指标中!其中认知功能)生活质量与自理能力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3,*

'!说明

'I!

在延缓
?)

患者痴呆进程和康复中具有重要的

作用!

'I!

对
?)

患者的认知能力是有益的$分析其

原因可能为在
'I!

中!干预者为患者制订系统的脑

刺激康复干预措施!包括回忆)现实导向)身体活动

等"

/2

#

!并于干预过程中与患者间进行双向情感沟通!

提高患者归属感与社会认同感!增强患者参与动机!

同时最大限度刺激)利用其现存功能!充分激发其精

神活动!使认知功能大大改善$

本研究发现!接受
'I!

的
?)

患者在抑郁情绪指

标上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3,*

'$

说明
'I!

并未改善
?)

患者的抑郁情绪!这可能与纳

入的研究较少及纳入的研究多为阴性结果有关$

#3#

!

局限性
!

本
=;A$

分析的异质性来源包括样本

量大小的不同!以及认知刺激的干预方法在各研究中

并非完全细化与统一!这些是导致本研究异质性的主

要原因$且纳入的研究中盲法仅两篇使用了双盲!其

他为单盲或不详$因此!下一步研究应在文章方法学

质量与数据提取中严格控制!提升文献数量与质量!

充实数据资料$同时在分析中对干预措施进行深入

的具体细化与统一!提高研究间的同质性!检验疗效

效应大小与变量间的关系!以进一步探讨认知刺激干

预对
?)

患者的临床意义$

'I!

能够改善
?)

患者的认知功能!日常生活能

力以及生活质量!对抑郁情绪的效果有待进一步的研

究$由于有效的认知刺激干预措施的*活性成分+较

多!需进行更多不同刺激计划的比较研究来正确评估

?)

中
'I!

的干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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