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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脑卒中患者急性应激障碍与睡眠'认知的相关性&方法
!

利用一般资料调查问卷'斯

坦福急性应激反应问卷"

N@N>f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

INf<

%及简易精神状态量表"

LLN(

%及对
:;"

例

脑卒中住院患者进行调查&结果
!

脑卒中急性应激障碍患者
INf<

平均得分为"

67#$k;7#'

%分!

LLN(

平均

得分为"

557;:k676"

%分&相关性分析发现
N@N>f

与
INf<

量表除催眠药物维度外得分均呈明显正相关!与

LLN(

量表各个维度得分均呈明显负相关$多元线性回归显示
N@N>f

的警觉'回避'再历及社会功能损害维

度为睡眠的主要影响因素!警觉及回避维度为认知的主要影响因素&结论
!

脑卒中发生急性应激障碍患者的

睡眠质量及认知功能较差&

#关键词$

!

脑卒中$急性应激障碍$睡眠$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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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应激障碍"

+81CA.CBA../,.9B/AB

$

@NG

#是指

个体在遭遇强烈的躯体或精神直接)间接损害或威胁

后"应激后#

5

天至
;

周内所表现出的短暂性精神障

碍$可引起机体神经)内分泌和免疫系统功能失调$若

!

个月内不缓解$将可能继续发展为创伤后应激障碍

"

E

9.C)CB+1*+C,8.CBA../,.9B/AB

$

I?NG

#

'

!)5

(

%研究发

现大部分脑损伤患者存在睡眠与认知障碍$进一步影

响患者的预后'

:);

(

%关于睡眠与认知的研究相对较

多$而关于脑卒中与睡眠)认知的研究尚少$医护人员

对脑卒中
@NG

患者睡眠)认知的治疗)护理等问题也

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因此$本研究通过分析脑卒中

患者
@NG

与睡眠)认知的相关性$以期帮助脑卒中等

器质性脑病
@NG

患者提高睡眠质量)恢复认知功能$

防止继续发展为
I?NG

%同时提示医护人员在日常治

疗与护理的过程中重视此类患者的睡眠)认知状况$

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为脑卒中
@NG

患者的个体化

治疗及预见性的护理提供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7!

!

一般资料
!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华北理工大学

附属医院
5'!6

年
#%!!

月神经内科和神经外科脑卒中

5;5;

重庆医学
5'!$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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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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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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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的患者
:;"

例$年龄
5!

"

$&

岁$平均"

657''k

"7':

#岁%其中$男
!":

例"

##7:'T

#$女
!#6

"

;;7&'T

#,

年龄小于
6'

岁
!5"

例"

:67"6T

#$大于或等于
6'

岁

55'

例"

6:7';T

#,小学及以下文化
55&

例"

6#7';T

#$

初中及以上文化
!55

例"

:;7"6T

#,有配偶者
55'

例

"

6:7';T

#$无配偶者
!5"

例"

:67"6T

#,城市人口
55&

例"

6#7';T

#$农村人口
!55

例"

:;7"6T

#%纳入标

准!"

!

#符合脑卒中诊断标准$均经
H?

或
L><

证实的

患者,"

5

#符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
;

版'

#

(

"

GNL)

(

#中
@NG

的诊断标准,"

:

#年龄大于或等于

!$

岁,"

;

#自愿接受量表及问卷调查,"

#

#本研究由华

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通过且患者均

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

!

#病前明确诊断为焦

虑抑郁)精神疾病症状)有原发性睡眠障碍者及精神

病史,"

5

#长期饮酒或药物依赖史等所致睡眠障碍或

认知受损者%

!7"

!

研究方法
!

"

!

#一般资料调查问卷!自行设计问

卷$由统一培训的调查人员通过相关调查问卷收集患

者的一般信息$包括患者姓名)性别)年龄)受教育程

度)婚姻状况等%"

5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

"

INf<

#!

INf<

是由美国匹兹堡大学精神科医生

PM[N((

等'

6

(于
!"$"

年编制的睡眠质量自评量表$

用以评估患者最近
!

个月的睡眠质量%经研究证实$

该量表的
HB93O+8Dj.+

系数为
'7$;#

$重测信度为

'7"";

$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

(

%量表包括自评条

目
!"

个和他评条目
#

个$除第
!"

个自评条目和
#

个

他评条目$其余共有
!$

个条目参与计分$每个成分按

'

"

:

分等级计分$分别为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

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催眠药物和日间功能障碍等

&

个维度$各个成分累积得分为
INf<

总分$

'

分为得

分最低$

5!

分为最高'

6

(

,总得分以
&

分为界线$得分越

高说明睡眠质量越差$

&

"

!!

分为轻度睡眠障碍$

!5

"

!6

分为中度睡眠障碍$

!&

"

5!

分为重度睡眠障碍'

&

(

%

"

:

#简易精神状态量表"

LLN(

#!

LLN(

由
]WU)

N?(<Z

于
!"&#

年编制$

!"$&

年$

?(Z=

以此为基础$

对其中项目加以增加使之更加丰富全面$提高了该表

的信效度'

$

(

$

LLN(

是综合性的认知功能评定量表$

操作简单易行%

!"$$

年由李格等'

"

(引进并进行了修

订$共
:'

个题目$包括定向力"

!'

个#)记忆力"

:

个#)

注意力"

#

个#)回忆能力"

:

个#)语言能力"

"

个#

#

个

部分$每回答正确一题计
!

分$答错减
!

分$最低
'

分$最高
:'

分$低于
5;

分为认知功能受损$

!$

"

5;

分

为轻度$

!6

"

!&

分为中度$

$

!6

分为重度'

"

(

%"

;

#斯

坦福急性应激反应问卷"

N@N>f

#

'

!'

(

!

N@N>f

是国际

上评估
@NG

常用的工具之一$分别构成了分离)创伤

事件的持续反复体验"再历#)对创伤事件的回避"回

避#)焦虑或警觉性增高"警觉#)社会功能损害等五大

症状$共包含
:'

个条目%每一条目均按
'

"

#

分
6

级

评分'

!'

(

%-没有体验.计为
'

分$-总是体验.计为
#

分$

;'

"

#6

分提示有中度可能存在
@NG

$

&

#&

分提示

有高度可能存在
@NG

$总分
!#'

分$分数越高$代表

@NG

症状越重'

!'

(

%急性应激反应的严重程度以各条

目总分反映%另一种方法是计算阳性症状数$当单个

条目得分
&

:

时$表明此条目有意义"

'

"

5

分
g'

$

:

"

#

分
g!

#%诊断标准!同时具备至少
:

个分离症状)

!

个创伤事件的持续反复体验症状)

!

个对创伤事件的

回避症状和
!

个焦虑或警觉性增高症状$符合
GNL)

(

中有关
@NG

的诊断标准$即可诊断为
@NG

'

#

(

%

!7#

!

统计学处理
!

资料经过双人多次检查)核对后$

采用
(a8A-

软件建立数据库$使用
NINN557'

统计软件

进行统计学分析处理$计量资料用
Gk>

表示$多因素采

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采用
IA+B.93

进行相关性分析$

以
7

$

'7'#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7!

!

脑卒中
@NG

患者睡眠)认知现状
!

本研究
:;"

例患者中$存在睡眠障碍
!5"

例"

:67"6T

#$存在认知

障碍
!&'

例"

;$7&!T

#%患者
INf<

平均分为"

67#$k

;7#'

#分$

LLN(

平均分为"

557;:k676"

#分%

"7"

!

脑卒中
@NG

患者
N@N>f

与睡眠)认知的相关

性
!

脑卒中患者
@NG

得分与睡眠)认知得分相关系

数分别为
3g'75!&

"

'7#&!

)

%'7#!#

"

%'7!!'

"

7

$

'7'#

#%其中$

INf<

量表的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

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日间功能障碍及总分与

N@N>f

各个维度得分呈明显正相关"

7

$

'7'#

#,

LLN(

量表各个维度与
N@N>f

各个维度得分呈明

显负相关"

7

$

'7'#

#,

INf<

量表中催眠药物维度得分

与
N@N>f

各个维度得分均无相关性%见表
!

%

表
!

!!

N@N>f

与睡眠*认知的相关性(

,g:;"

!

3

)

项目 警觉 分离 回避 再历 社会功能损害
@NG

总分

INf<

!

睡眠质量
'7#6&

O

'7;6'

O

'7;;'

O

'7#5$

O

'7;!#

O

'7#':

O

!

入睡时间
'7#;"

O

'7:;'

O

'7:&&

O

'7;6'

O

'7:#'

O

'7;5&

O

!

睡眠时间
'7;':

O

'75!&

O

'75##

O

'7:5#

O

'755#

O

'75":

O

!

睡眠效率
'7;:5

O

'7:$'

O

'7:&;

O

'7;'$

O

'7::5

O

'7;':

O

:;5;

重庆医学
5'!$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续表
!

!!

N@N>f

与睡眠*认知的相关性(

,g:;"

!

3

)

项目 警觉 分离 回避 再历 社会功能损害
@NG

总分

!

睡眠障碍
'7;$&

O

'7:'6

O

'7:#'

O

'7;'!

O

'7:!'

O

'7:$5

O

!

催眠药物
'7'"# '7':# %'7'': '7''& %'7'5" '7':'

!

日间功能障碍
'7#6"

O

'7;5!

O

'7;##

O

'7#56

O

'7#55

O

'7#''

O

!

睡眠总分
'7#&!

O

'7;':

O

'7;!&

O

'7;":

O

'7:"&

O

'7;&!

O

LLN(

!

定向力
%'7;6#

O

%'7;$"

O

%'7;5$

O

%'7;!&

O

%'7;:5

O

%'7;66

O

!

记忆力
%'7!&$

O

%'7!":

O

%'7!!'

+

%'7!56

+

%'755'

O

%'7!66

O

!

注意力
%'7;!!

O

%'7;5!

O

%'7:6:

O

%'7:$;

O

%'7:5'

O

%'7;':

O

!

回忆能力
%'7;;$

O

%'7;&;

O

%'7:":

O

%'7;'&

O

%'7;#:

O

%'7;;"

O

!

语言能力
%'7;";

O

%'7#!!

O

%'7;;!

O

%'7;'"

O

%'7;;$

O

%'7;$!

O

!

认知总分
%'7#!#

O

%'7;:$

O

%'7;:#

O

%'7;;!

O

%'7;&&

O

%'7;&'

O

!!

+

!在
'7'#

水平"双侧#上明显相关,

O

!在
'7'!

水平"双侧#上明显相关

"7#

!

脑卒中
@NG

患者睡眠)认知的多元线性回归

分析

"7#7!

!

睡眠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以
INf<

总分为因

变量$

@NG

各个维度得分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

归分析%结果显示$警觉)回避)再历及社会功能损害

为睡眠的影响因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7

$

'7'#

#%

见表
5

%

表
5

!!

@NG

各维度对睡眠的回归分析

自变量
C

标准误
"

4 7 "#7'T?;

"常量#

:7#6$ '75"# % !57'$&

$

'7'! 57"$$

"

;7!;"

警觉
'7$5" '7'6# !76;"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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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功

能损害
%'7#65 '7!:& %'7:$; %;7!!5

$

'7'! %'7$:!

"

%'75":

"7#7"

!

认知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结果显示$警觉及

回避为认知的主要影响因素"

7

$

'7'#

#$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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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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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认知的回归分析

自变量
C

标准误
"

4 7 "#7'T?;

"常量#

5&7!!$ '7#&: % ;&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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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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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觉
%'7&&; '7!5& %'7"6&%67!'$

$

'7'! %!7'5;

"

%'7#5#

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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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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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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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功能损害
%'7#!# '756# %'755!%!7":"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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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
!!

论

!!

本研究结果显示$

!5"

例患者存在睡眠障碍$发生

率达
:67"6T

$低于吴波等'

!!

(

)何奕涛等'

!5

(的研究结

果$可能与评估工具和研究对象等因素不同有关%

INf<

量表除催眠药物外$其余各个维度及总得分均

与
N@N>f

各个维度得分呈明显正相关%

LLN(

量

表各个维度得分与
N@N>f

各个维度得分呈明显负相

关$即脑卒中患者发生
@NG

后$会导致其睡眠质量及

认知功能的下降$影响患者的预后%催眠药物得分与

N@N>f

各个维度得分均不相关$可能是因为本研究

中使用催眠药物的患者较少$样本量不足$导致结果

存在偏倚%

#7!

!

脑卒中患者
@NG

与睡眠的相关性分析
!

结果

显示警觉)回避)再历及社会功能损害为睡眠的主要

影响因素$即出现警觉性或敏感性增高)对创伤事件

的回避)创伤事件的持续反复体验或反复做与应激事

件有关的噩梦及社交退缩)生活疏懒)情感或情趣缺

乏等社会功能损害症状的患者睡眠质量下降明显$睡

眠障碍发生率高,研究也发现存在
@NG

患者睡眠质

量相对较差%而出现分离症状的患者睡眠不受影响$

可能是因为存在此症状的患者对个体身份及经历广

泛性遗忘$因而使其睡眠不受应激事件的影响%

#7"

!

脑卒中患者
@NG

与认知的相关性分析
!

警觉

及回避为认知的主要影响因素$即存在警觉性增高及

对创伤事件回避的患者认知功能受损较重%有研究

表明$急性应激反应患者发生认知障碍是由于大脑皮

层和皮层下结构中广泛存在应激荷尔蒙受体$因此急

性应激会对包括注意加工)工作记忆)抑制控制)决

策)奖赏加工等在内的认知功能产生影响'

!:

(

%有研究

发现患有
@NG

的青少年
5

周内的认知变化十分显

著%而分离)再历及社会功能损害未导致患者认知功

能下降$分析原因可能是分离)社交减退等功能受损

是患者自发地将自身与社会)现实生活隔离开来$仅

仅是患者对应激事件刺激做出的保护性行为及策略$

而对创伤事件的再历)持续反复体验与疾病对患者的

打击过大或患者自身心理素质较差$短时间难以缓解

恐惧紧张情绪$而反复回想与疾病相关情境有关$患

者本身认知功能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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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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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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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综上所述$医护人员应密切关注
@NG

患者的睡

眠情况及认知功能$及早采取个体化治疗及预见性的

护理措施$减轻或避免此类患者发生睡眠)认知障碍$

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使其早日步入正常的生活轨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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