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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长期护理机构老年痴呆照顾者疲劳状况与虐待倾向的关系及影响因素&方法
!

采用

自编一般资料调查表(中文版疲劳量表"

dY.$0

%(中文版照顾者虐待老年人评估量表"

>FYI

%对广州市
'

所长期

护理机构的
'0%

名老年痴呆患者及其照顾者进行调查&结果
!

长期护理机构老年痴呆照顾者疲劳总分(躯体

疲劳(脑力疲劳得分分别为"

0&-%X1&//

%("

1&)1X1&$1

%("

1&%/X$&0'

%分!虐待倾向总分为"

1&-%X1&$0

%分$

照顾者疲劳总分(躯体疲劳(脑力疲劳与虐待倾向均呈正相关"

$

T%&00%

(

%&0-(

(

%&$/%

!

!

$

%&%$

%$不同文化程

度(性别(工作时间(自评照护难度和患者生活自理能力的照顾者!其疲劳状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老年痴呆照顾者疲劳与虐待存在关联!且影响因素多样&

"关键词#

!

长期护理机构$老年痴呆照顾者$疲劳状况$虐待倾向$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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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际阿尔兹海默病协会
1%$;

年报告%我国老

年痴呆患者人数共
(;%

万%位居全球第
$

'

$

(

%预计
1%1;

年老年痴呆人数将超过千万%是发达国家痴呆患者的

总和'

1.'

(

)老年痴呆患者的照护问题日趋成为全球最

具挑战性的社会健康问题)老年痴呆长期护理是指

长期对老年痴呆患者提供包含医疗,保健,生活,个人

与社会支持的照护%照顾的提供者包括在机构中的医

学专业人员和社会工作人员等正式照顾者和家属,朋

友,志愿者等非正式照顾者'

0.;

(

)痴呆发生后%患者的

认知功能,日常生活能力,工作能力,交往能力逐渐减

%)0

重庆医学
1%$(

年
1

月第
0/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

1%$/

年广州市高校创新创业教育项目'

1%$-%(J%0

#重点项目$(&广东省本科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研究项目#

1%$/F%;%($;

$&

1%$)

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研究和改革项目一般类教改项目#粤教高函'

1%$)

(

1')

号$&南方医科大学混合式教学改革立项建设项目#校教字'

1%$/

(

1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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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对照顾者的依赖性逐渐增加%并为其带来沉重的

照护负担'

).-

(

)长期繁重的护理工作给照顾者带来不

同程度的心理压力%同时会导致潜在的倦怠感'

/.(

(

)

疲劳是照顾者自身感知的一种强烈而持久的倦怠感%

是照顾他人时的伴随症状%长期和缺少有效应对的疲

劳会导致照顾者心力耗竭%压力和情绪会转化为虐待

释放%损害照顾者身心健康'

$%.$$

(

%而照顾者身心健康

直接决定患者的生存质量和预后'

$1.$'

(

)当前国内外

有关痴呆家庭照顾者的压力和负担报道较多%但有关

长期护理机构老年痴呆照顾者的研究鲜见报道%有关

疲劳状况与虐待倾向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更少见)

本研究旨在了解照顾者疲劳状况与虐待倾向的相关

性%并分析照顾者疲劳状况的影响因素%为制订减轻

照顾者疲劳,提高照顾机构护理质量的制度提供

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采用横断面调查法%于
1%$-

年
(

月

至
1%$-

年
$$

月便利选取广州市
'

所长期护理机构

居住的老年痴呆患者照顾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

准!#

$

$照顾对象为年龄大于或等于
)%

岁%经过二级

及以上医院确诊%患有阿尔茨海默病,血管性痴呆,路

易体痴呆中至少
$

种类型疾病的痴呆老年患者&#

1

$

照顾者为经过相关疾病知识教育和培训提供有偿照

料服务的专业人员&#

'

$照顾者持续照顾该老年人的

时间大于或等于
$

个月&#

0

$照顾者年龄大于或等于

$/

岁&#

;

$照顾者意识清晰%语言表达,沟通能力正常&

#

)

$照顾者知情同意%自愿参加本调查)排除标准!家

属,朋友,社工等非雇佣照顾者&保姆等未接受相关疾

病知识教育和培训的非专业人员)

=&>

!

方法

=&>&=

!

调查工具
!

#

$

$一般情况调查表!由研究者自

行设计%内容包括老年痴呆患者的性别,年龄,文化程

度,痴呆类型,疾病病程,生活自理能力等&照顾者的

性别,文化程度,工作年限,照顾时间,自评照顾难度

等)#

1

$疲劳量表#

dY.$0

$!由英国研究者
>HFECI<

等'

$0

(于
$(('

年研制%用来评估疲劳症状的严重性%筛

选疲劳个体)该量表共有
1

个维度共
$0

个条目%其

中第
$

#

/

条目为躯体疲劳%第
(

#

$0

条目为脑力疲

劳)条目回答 .是/计
$

分%答.否/计
%

分%反向计分

条目为第
$%

,

$'

,

$0

条目%疲劳总分为
1

个维度得分

之和%各因子总分按
$

"

'

,

1

"

'

为界%分成轻,中,重
'

个等级%得分越高意味着疲劳状况越严重)中文修订

版量表
>L",O962f+

/

系数为
%&//

#

%&(%

'

$;

(

%本研究

该量表的
>L",O962f+

/

系数为
%&-(

)#

'

$中文版照顾

者虐待老年人评估量表#

>FYI

$!由加拿大研究者

<I=Y

等'

$)

(于
$((;

年依据中立理论研制%

1%$%

年冯

瑞新等'

$-

(将其译成中文版%用于评估照顾者是否存在

虐待老人倾向)量表由
/

个封闭性问题和
$

个开放

性问题组成)问题回答.是/计
$

分%回答.否/计
%

分%所有条目相加即为总分%总分大于或等于
'

分视

为存在虐待倾向%得分越高表明虐待风险越大)

$

个

开放性题目由照顾者根据自己的真实经验填写)量

表的信效度良好%

>L",O962f+

/

系数为
%&--

'

$)

(

%本研

究该量表
>L",O962f+

/

系数为
%&/$

)

=&>&>

!

调查方法
!

征得长期护理机构负责人同意

后%采用纸质版问卷进行发放)调查过程中调查员使

用统一指导语%取得照顾者的知情同意&对于阅读或

填写不便者%调查员可协助填写)调查问卷当场回收

并检查有无漏填)共回收问卷
')%

份%其中
'0%

份有

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0&0@

)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I

4

#C939

软件进行录入%运

用
YBYY1%&%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人口学资料采

用描述性统计%不同人口学特征下的疲劳得分比较采

用独立样本
>

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非正态或方差不

齐资料采用非参数检验$和
Y

4

79L89,

相关分析%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照顾者及老年痴呆患者的人口学资料
!

本次研

究共调查照顾者
'0%

名%照顾者平均工作 时 间

#

-&;)X)&-1

$年%照顾时间#

1&)$X1&/-

$年&共调查

老年痴呆照顾者
'0%

名%老年痴呆患者平均年龄

#

/$&%(X(&'%

$岁%病程平均为#

)&%-X-&%1

$年)照

顾者及老年痴呆患者的人口学资料见表
$

,

1

)

表
$

!!

长期护理机构老年痴呆照顾者一般资料&

'T'0%

'

项目
'

百分比#

@

$

性别

!

男
'/ $$&$/

!

女
'%1 //&/1

文化程度

!

小学及以下
$;% 00&$1

!

初中
$'0 '(&0$

!

高中及以上
;) $)&0-

工作时间#年$

!$

1 ') $%&;(

!

1

#

; $'( 0%&//

!%

; $); 0/&;'

照顾时间#年$

!$

1 $0% 0$&$/

!

1

#

; $)' 0-&(0

!%

; '- $%&//

$)0

重庆医学
1%$(

年
1

月第
0/

卷第
'

期



续表
$

!!

长期护理机构老年痴呆照顾者一般资料&

'T'0%

'

项目
'

百分比#

@

$

自评照顾难度

!

无困难
1) -&);

!

不太困难
(; 1-&(0

!

一般
$1$ ';&;(

!

比较困难
/' 10&0$

!

非常困难
$; 0&0$

表
1

!!

长期护理机构老年痴呆患者一般资料&

'T'0%

'

项目
'

百分比#

@

$

性别

!

男
$1$ ';&;(

!

女
1$( )0&0$

文化程度

!

文盲
01 $1&';

!

小学
$'1 '/&/1

!

中学
$1% ';&1(

!

大专及大学以上
0) $'&;'

婚姻状况

!

已婚
'%$ //&;'

!

未婚"离异"丧偶
'( $$&0-

痴呆确诊类型

!

阿尔兹海默病
$(% ;;&//

!

血管性痴呆
/; 1;&%%

!

其他类型痴呆
); $(&$1

生活自理能力

!

完全自理
$- ;&%%

!

部分自理
$); 0/&;'

!

完全不能自理
$;/ 0)&0-

>&>

!

照顾者疲劳情况及虐待倾向情况
!

照顾者疲劳

总分,躯体疲劳,脑力疲劳得分分别为#

0&-%X1&//

$,

#

1&)1X1&$1

$,#

1&%/X$&0'

$分%照顾者疲劳程度分

级情况见表
'

)照顾者虐待倾向总分为#

1&-%X1&$0

$

分%存在虐待倾向者
$/$

例#

;'&10@

$)

>&?

!

照顾者疲劳状况的影响因素分析
!

经过正态性

检验%照顾者疲劳状况得分不服从正态分布)进一步

分析显示%不同照顾时间的老年痴呆照顾者%其躯体

疲劳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不同性

别,工作时间,自评照护难度的老年痴呆照顾者%其躯

体疲劳得分,疲劳总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不同文化程度,患者不同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

痴呆照顾者%其躯体疲劳得分,脑力疲劳得分,疲劳总

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0

)

表
'

!!

长期护理机构老年痴呆照顾者疲劳程度

!!!

分级得分&

'T'0%

'

项目
'

百分比#

@

$

疲劳总分#分$

!

轻度#

%

#

0&)-

$

$/0 ;0&$1

!

中度#

0&)/

#

(&''

$

$'$ '/&;'

!

重度#

(&'0

#

$0&%%

$

1; -&';

躯体疲劳#分$

!

轻度#

%

#

1&)-

$

$/' ;'&/1

!

中度#

1&)/

#

;&''

$

$1$ ';&;(

!

重度#

;&'0

#

/&%%

$

') $%&;(

脑力疲劳#分$

!

轻度#

%

#

1&%%

$

1%) )%&;(

!

中度#

1&%$

#

0&%%

$

$$- '0&0$

!

重度#

0&%$

#

)&%%

$

$- ;&%%

表
0

!!

照顾者疲劳状况的影响因素分析"

%

&

!

1;

#

!

-;

')分#

项目 躯体疲劳 脑力疲劳 疲劳总分

照顾者性别

!

男
1

#

%

%

'

$

1

#

$

%

'

$

'

#

'

%

;

$

!

女
1

#

$

%

0

$

1

#

$

%

'

$

0

#

'

%

-

$

!

1

;&''( %&1;$ 0&1;-

! %&%1$ %&)$) %&%'(

照顾者文化程度

!

文盲
'

#

%

%

)

$

'

#

1

%

'

$

;

#

'

%

(

$

!

小学
'

#

1

%

0

$

1

#

$

%

'

$

;

#

'

%

-

$

!

初中
1

#

$

%

0

$

1

#

$

%

'

$

0

#

'

%

-

$

!

高中及以上
1

#

$

%

'

$

$

#

%

%

1

$

'

#

1

%

;

$

!

1

$0&/'0 $$&/'0 11&();

!

!

%&%%$

!

%&%%'

$

%&%$

照顾者工作时间#年$

!'

$ 1

#

$

%

0

$

1

#

%

%

'

$

'

#

1

%

)

$

!%

$

#

' '

#

$

%

0

$

1

#

$

%

'

$

;

#

'

%

-

$

!%

'

#

; '

#

1

%

'

$

1

#

$

%

'

$

;

#

'

%

-

$

!%

;

#$

$% 1

#

$

%

0

$

1

#

$

%

'

$

;

#

1

%

-

$

!&

$% 1

#

$

%

0

$

1

#

$

%

'

$

'

#

'

%

;

$

!

1

)&-() %&(%1 -&$%%

! %&%'' %&)'- %&%1(

照顾者照顾时间#年$

!'

$ 1

#

$

%

0

$

1

#

%

%

'

$

'

#

1

%

)

$

!%

$

#

' 1

#

$

%

0

$

1

#

$

%

'

$

0

#

'

%

-

$

!%

'

#

; '

#

1

%

'

$

1

#

$

%

'

$

;

#

'

%

-

$

!%

;

#$

$% 1

#

$

%

0

$

'

#

$

%

'

$

;

#

1

%

-

$

!&

$% 1

#

$

%

0

$

'

#

$

%

'

$

0

#

'

%

;

$

!

1

/&;00 %&)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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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0

!!

照顾者疲劳状况的影响因素分析

!!

"

%

&

!

1;

#

!

-;

')分#

项目 躯体疲劳 脑力疲劳 疲劳总分

照顾者自评照护难度

!

无困难
1

#

%

%

'

$

1

#

$

%

1

$

'

#

1

%

;

$

!

不太困难
1

#

$

%

'

$

1

#

$

%

'

$

0

#

'

%

;

$

!

一般
1

#

$

%

'

$

1

#

$

%

'

$

0

#

'

%

)

$

!

比较困难
'

#

1

%

;

$

1

#

$

%

'

$

;

#

'

%

/

$

!

非常困难
-

#

0

%

/

$

'

#

'

%

0

$

$%

#

-

%

$1

$

!

1

1(&/$$ ;&(%) 1;&)/1

!

$

%&%$ %&%;1

$

%&%$

患者生活自理能力

!

完全自理
$

#

$

%

0

$

'

#

1

%

'

$

0

#

'

%

-

$

!

部分自理
1

#

$

%

0

$

1

#

$

%

'

$

0

#

'

%

)

$

!

完全不能自理
1

#

$

%

0

$

1

#

$

%

'

$

;

#

'

%

-

$

!

1

1;&$%% $%&%1$ 1/&(0%

!

$

%&%$

!

%&%%-

$

%&%$

>&B

!

照顾者疲劳状况与其虐待倾向的相关性
!

经过

正态性检验%照顾者虐待倾向得分不服从正态分布)

经过
Y

4

79L89,

相关分析%照顾者虐待倾向与照顾者

疲劳总分,躯体疲劳,脑力疲劳呈正相关#

$

T%&00%

,

%&0-(

,

%&$/%

%

!

$

%&%$

$)

?

!

讨
!!

论

!!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展加剧%老年痴呆人口数量不

断增加%老年痴呆患者的照顾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

由于老年痴呆疾病的特殊性%患者生活越来越依靠照

顾者)老年痴呆患者照顾者作为长期护理体系服务

人才的主力军%其身心健康问题与老年痴呆患者的身

心健康相关%更关系到服务质量)因此%长期护理机

构老年痴呆照顾者疲劳状况及影响因素值得重点关

注)本研究中%照顾者整体疲劳,躯体疲劳得分均低

于国内正常人群'整体疲劳#

;&;%X'&%(

$分%躯体疲

劳#

'&-$X1&1(

$分(%但脑力疲劳得分分高于国内正

常人群#

$&-(X$&0-

$分%提示照顾者的整体疲劳状况

和躯体疲劳状况处于中等偏低水平%脑力疲劳状况处

于中等偏高水平'

$;

(

)照顾者以脑力疲劳为主%主要原

因为!目前我国长期护理机构照顾者数量短缺%流动

性大%较多长期护理机构接收的护理员文化程度多以

小学,初中为主%整体年龄偏大%导致其在理解,记忆,

分析问题等能力较弱'

$/

(

&另外%老年痴呆患者躯体合

并疾病多%同时伴有精神和行为障碍'

$(

(

%照顾者生活

护理,安全护理等工作任务繁重%顾及其他方面的时

间较少%大部分未接受过痴呆照顾知识和技能培训而

知识水平有限%缺少专业的应对技巧'

$/

(

%更容易产生

脑力疲劳)

本研究中%女性照顾者躯体疲劳,疲劳总体水平

高于男性照顾者%与曾燕等'

1%

(调查结果一致)长期护

理机构中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的痴呆患者居多%患者长

期卧床%翻身,大小便等生活需求依赖照顾者%且当前

.一对多/的照护现象普遍%工作强度大)照顾者翻身

时因腰部长时间超负荷,频繁重复性弯腰及用力姿势

不当容易造成职业性腰背痛'

1$

(

%女性照顾者由于体力

受限%往往更容易出现疲劳%尤其是躯体疲劳)因此%

长期护理机构管理者可采取引进辅助器材%鼓励照顾

者加强运动锻炼等措施减轻照顾者体力消耗%同时改

进照顾者护理技巧%提高照顾者身体素质%以改善照

顾者躯体疲劳状况)

现阶段%我国长期护理机构照顾者队伍建设不完

善%年龄,学历参差不一%在照顾过程中%常出现对疾

病知识不了解,理解力低等现象)本研究中%文化程

度处于小学及以下的照顾者疲劳程度最高%其次为初

中文化程度的照顾者%高中及以上学历的照顾者最

低)这可能是因为照顾者的文化程度越高%对疾病的

专业知识和护理技能的理解和掌握程度可能越高%应

对照顾过程中产生的困难往往能够采用较正确的处

理方法'

11

(

)因此%长期护理机构管理者对文化程度较

低的照顾者可通过观看影片,角色扮演等便于理解的

形式进行培训%内容上应多选择生活护理方面的基础

知识%以此改善此类人群的压力及疲劳感)此外%目

前我国照顾者文化程度较低与照顾需求不匹配现象

使得照顾难度加大)本研究中%自评照护难度越大%

疲劳程度越高)老年痴呆患者缺乏认知功能并伴有

精神行为问题'

1'

(

%无疑是对照顾者的照护任务带来巨

大挑战)照顾者不但需要耗费时间去满足患者的日

常生活需求%还需要克服患者的打人,骂人等激越行

为问题)在此情境下%照顾者往往面临着巨大的心理

压力和工作负荷%容易产生疲劳感)

长期护理机构照顾者主要工作内容为饮食照料,

安全保护,清洁卫生,睡眠照料及排泄照料等生活照

料工作'

10

(

)老年痴呆患者随着疾病进展%认知功能逐

渐受损并伴有精神行为和症状%生活自理能力逐渐下

降%生活照料的项目和内容增多)本研究中%老年痴

呆患者生活自理能力越低%照顾者疲劳程度越高%与

既往研究结果一致'

1%

%

1;

(

)老年痴呆患者生活自理能

力的下降使得照顾者工作量加大%照顾者照顾负荷,

压力加重%其疲劳状况越严重'

1)

(

)有研究显示%照顾

者康复训练执行力普遍偏低'

10

(

%可能导致老年痴呆患

者生活自理能力改善效果不佳%如此形成恶性循环%

容易造成照顾者疲劳越来越严重)此外%本研究发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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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照顾者工作及照顾时间越长%照顾者疲劳程度越

高%与杨芷等'

1;

(研究结果一致)工作时间较长的照顾

者在生活照料,疾病护理,心理护理等方面知识储备

优于工作时间较短者'

1-

(

)照顾患者初期%照顾者知识

及技巧积累较少%加上工作琐碎,工作内容多%易产生

照顾角色适应不良%疲劳感较严重)因此%机构管理

者应开展分阶段的知识技能培训%针对工作时间较短

的照顾者进行老年痴呆基础知识指导%对工作时间较

长的照顾者进行老年痴呆康复训练等技能指导%并进

行分阶段的心理疏导%以促进其身心健康%缓解疲劳)

虐待倾向是指老年痴呆照顾者意欲作为或不作

为的方式致使老年痴呆患者受到伤害或处境困难或

未满足其基本需要'

1/

(

)照顾者文化程度,照顾负担,

社会支持,价值感%患者自身精神行为症状,自理能力

等均是老年痴呆照顾者虐待倾向的影响因素'

1(.'%

(

)

本研究中%照顾者疲劳水平越高%照顾者的虐待倾向

越大)情境理论认为照顾者的压力和负担会产生虐

待%当照顾者的负担过度%不能应对照护需求时%可能

导致虐待的发生'

'$

(

)老年痴呆患者大多生活不能自

理且存在认知障碍和精神行为症状%照顾者不仅照顾

患者日常生活%还需
102

陪伴密切关注患者人身安

全)照顾过程中%照顾者往往希望患者能够配合%但

痴呆患者受精神行为问题影响%会产生抵抗行为或不

满情绪%严重时可与照顾者产生争吵等矛盾)照顾者

陪伴着痴呆患者病情不断恶化%期间价值感获得较

少)在此情景下%照顾者躯体和脑力长期处于疲劳状

态%若得不到及时的控制和调节%可能触发多种心理

应激反应和不良情绪%容易导致虐待现象发生'

'1.''

(

)

综上所述%长期护理机构老年痴呆照顾者的疲劳

状况越严重%其虐待倾向越突出%且与不同人口学特

征相关)因此本研究建议!#

$

$长期护理机构管理者

应加强照顾者队伍建设%通过讲座等形式的知识培训

提高照顾者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

1

$应合理安排照

顾者工作时间%密切观察照顾者身体状况及心理变

化%针对出现躯体不适者进行弹性排班%对存在严重

负面情绪者及时进行心理疏导%以避免疲劳诱发虐待

的发生)#

'

$应建立老年痴呆患者虐待
'

级预防机

制%开展虐待老人知识科普活动%提高照顾者对虐待

老人的认知%针对虐待事件的发生共同探讨分析原因

并及时纠正)上述措施可利于减轻照顾者的负担与

疲劳状况%进而降低长期护理机构虐待倾向的发生%

提高长期护理机构老年痴呆患者照顾者照护质量)

但本研究尚存不足之处%仅通过问卷调查法对老年痴

呆照顾者疲劳状况的原因进行探讨%因此下一步拟开

展质性研究进一步挖掘深层次原因)

参考文献

'

$

(

B<=S>I]

%

[=]AF

%

Z?I<>HIJZ

%

739:&["L:!9:U27#.

87LL7

4

"L31%$;

!

327

D

:"O9:#8

4

963"M!787,3#9E",!",

'

<

(

&

?_

!

F:U27#87Lj+C#+79+7=,37L,93#",9:

%

1%$;&

'

1

(

[?VJ

%

EIIH V

%

SA<JASY

%

739:&BL7K9:7,67+3N!.

#7+"M!787,3#9#,89#,:9,!>2#,9

%

H",

D

_",

D

9,!J9#.

P9,

!

9+

R

+37893#6L7K#7P 9,! 8739.9,9:

R

+#+

'

\

(

&BE"Y

A,7

%

1%$'

%

/

#

)

$!

7))1;1&

'

'

(

g=FA EC

%

[FSZ\

%

HI ZB

%

739:&d98#:

R

69L7

D

#K7L

629::7,

D

7+#,!787,3#969L7#,FN+3L9:#99,!>2#,9

!

96L#3#.

69:

4

7L+

4

763#K7

'

\

(

&G]>Z7L#93L

%

1%$0

#

$0

$!

)&

'

0

( 孙楚凡%杜娟
&

老年痴呆症家庭照顾者的研究现状'

\

(

&

中

国老年学杂志%

1%$1

%

'1

#

$%

$!

11%0.11%)&

'

;

( 袁群%易霞%张银华%等
&

养老护理员工作压力研究现状与

进展'

\

(

&

中国护理管理%

1%$;

%

$;

#

$

$!

$$1.$$;&

'

)

( 余华%姜红艳%赵旭东%等
&

老年期痴呆患者家庭照顾者照

顾体验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

(

&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

%

1(

#

;

$!

'').'01&

'

-

(

<FSY]FV<Z

%

HI<]FSSB

%

YFEE=SZI<_

%

739:&>9L.

7

D

#K#,

D

9,!69L7

D

#K7LONL!7,#,!787,3#92"8769L7

!

L7+N:3+

ML"8327

4

L"+

4

763#K7!787,3#9L7

D

#+3L

R

#

B<ACI]

$

"M327

FN+3L#9,9:U27#87L+"6#73

R

'

\

(

&\F:U27#87L+C#+

%

1%$/

%

)'

#

$

$!

$%'.$$0&

'

/

(

CI<AA=\F H

%

E?=\_g_Z

%

CI>EI<>hFZ

%

739:&

BL"M7++#",9:69L7

D

#K7L+f87,39:279:32

4

L"O:78+9,!ONL,.

"N3#,+89::.+69:79,!3L9!#3#",9::",

D

37L869L7+733#,

D

+

M"L7:!7L:

R4

7"

4

:7P#32!787,3#9#,327S7327L:9,!+9,!

G7:

D

#N8

'

\

(

&\F8 ]7!C#LF++"6

%

1%$1

%

$'

#

;

$!

0/)&

'

(

(

JFSF_F_

%

=YAS

%

YFZF<=F

%

739:&GNL,"N3"M:",

D

.

37L869L7M96#:#3

R

78

4

:"

R

77+

!

L7:93#",+2#

4

P#3278

4

:"

R

77+f

7Q

4

L7++7!78"3#",3"P9L!

4

93#7,3+

'

\

(

&=,3\Z7L",3":

%

1%$;

%

(

#

'

$!

$)$.$);&

'

$%

(

[?E

%

>HISH

%

H?V

%

739:&BL7K9:7,679,!9++"6#937!

M963"L+"M7:!7L8#+3L79387,3#,9LNL9:6"88N,#3

R

#,

B7"

4

:7f+<7

4

NO:#6"M>2#,9

!

96L"++.+763#",9:+3N!

R

'

\

(

&

BE"YA,7

%

1%$1

%

-

#

'

$!

7''/;-&

'

$$

(杨芷%姜?%史铁英%等
&

宁养院晚期癌症患者照顾者照顾

反应与应对方式的相关性研究'

\

(

&

护理学报%

1%$;

%

11

#

$;

$!

0%.0'&

'

$1

(常永红%孙凤伟%张春香
&

肺癌患者主要照顾者生活质量

与应对方式的研究'

\

(

&

护理管理杂志%

1%$$

%

$$

#

$%

$!

-%$.

-%1&

'

$'

(

=F̂ F<ASIF

%

a=IEEAF<

%

BFYJA<Id

%

739:&>9L7.

D

#K7LONL!7,9,!6"

4

#,

D

+3L937

D

#7+#,69L7

D

#K7L+"M

4

9.

3#7,3+P#32F:U27#87Lf+!#+79+7

'

\

(

&S7NL"

4

+

R

62#93LC#+

JL793

%

1%$0

#

$%

$!

$0%-.$0$'&

'

$0

(

>HFECI<J

%

GI<IEA[=JaZ

%

BF[E=_A[Y_FJ

%

739:&C7K7:"

4

87,3"M9M93#

D

N7+69:7

'

\

(

&\B+

R

62"+"8

0)0

重庆医学
1%$(

年
1

月第
0/

卷第
'

期



<7+

%

$(('

%

'-

#

1

$!

$0-.$;'&

'

$;

(张作记
&

行为医学量表手册'

]

(

&

北京!中华医学电子音

像出版社%

1%%;

!

0(%&

'

$)

(

<I=Y]

%

SFH]=FYH C&̂9:#!93#","M32769L7

D

#K7L9.

ON+7+6L77,

#

>FYI

$'

\

(

&>9,\F

D

#,

D

%

$((;

%

$0

#

1

$!

0;.)%&

'

$-

(冯瑞新%刘雪琴
&

照顾者虐待老年人评估量表#中文版$的

信度和效度测评'

\

(

&

解放军护理杂志%

1%$%

%

1-

#

$-

$!

$1(%.$1(1&

'

$/

(张平%向卫娥
&

国内外养老机构护理人员的现状研究'

\

(

&

中国老年学杂志%

1%$;

%

';

#

$(

$!

;))1.;));&

'

$(

(蒋芬%李春艳%王庆妍%等
&

老年期痴呆患者照顾者照顾负

担与社会支持及相关性研究'

\

(

&

护理学报%

1%$'

%

$(

#

0

$!

;./&

'

1%

(曾燕%周青霞%罗菊英%等
&1%$;

年咸宁市脑卒中患者主

要照顾者疲劳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

(

&

实用预防医学%

1%$-

%

10

#

1

$!

$-1.$-)&

'

1$

(李辉%袁素娥%王月娇%等
&

翻身操作引起护士职业性腰背

痛的研究进展'

\

(

&

中华护理杂志%

1%$)

%

;$

#

(

$!

$$$'.

$$$/&

'

11

(杜晓%吴艳凤%沈军
&

失智症患者照顾者照顾感受%应对方

式及社会支持对疲劳的影响'

\

(

&

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

杂志%

1%$'

%

11

#

-

$!

)$$.)$'&

'

1'

(何秀斌%杨晔琴%徐远滢%等
&

温州市养老机构失智老人照

顾者的负担现状及影响因素'

\

(

&

护理与康复%

1%$)

%

$;

#

/

$!

-'(.-0'&

'

10

(韩祺%史学敏
&

深圳市养老护理员工作内容调查研究'

\

(

&

护理研究%

1%$)

%

'%

#

$1

$!

$0-/.$0/%&

'

1;

(杨芷%姜?%王文慧
&

居家临终癌症患者照顾者疲劳感及

其影响因素研究'

\

(

&

护理管理杂志%

1%$;

%

$;

#

'

$!

$-$.

$-'&

'

1)

(陈虹宇%宋宇%付宪秋%等
&

居家帕金森患者主要照顾者照

顾负担与疲劳状况的相关性分析'

\

(

&

中华现代护理杂

志%

1%$)

%

11

#

'

$!

';%.';1&

'

1-

(朱正刚%林静%石溪溪%等
&

湖南省护理员养老护理知识状

况及对培训内容重要性评价'

\

(

&

护理学杂志%

1%$)

%

'$

#

1'

$!

);.)-&

'

1/

(

FSIJaGI<ZI<Z&F,N

4

!937",327,93NL79,!+6"

4

7

"M7:!7L9ON+7

'

\

(

&Z7,7L93#",+

%

1%$1

%

')

#

'

$!

$1.1%&

'

1(

(

VFSI

%

>HFS_E

%

J=[F<=F&F+

R

+37893#6L7K#7P"M

4

L7K9:7,679,!L#+5M963"L+M"L7:!7L9ON+7#,F+#9

'

\

(

&

JL9N89 #̂":7,67FON+7

%

1%$;

%

$)

#

1

$!

$((.1$(&

'

'%

(

VFSI&FON+7"M":!7L

4

7L+",+P#32!787,3#9O

R

M98#:

R

69L7

D

#K7L+

!

L7+N:3+"M9).8",32

4

L"+

4

763#K7+3N!

R

#,

H",

D

_",

D

'

\

(

&=,3\Z7L#93LB+

R

62#93L

R

%

1%$0

%

1(

#

$%

$!

$%$/.$%1-&

'

'$

(

FGAEdFJH=]A]JFaV

%

HF]=CJF&J27"L#7+9,!

879+NL7+"M7:!7L9ON+7

'

\

(

&B+

R

62"

D

7L#93L#6+

%

1%$'

%

$'

#

'

$!

$/1.$//&

'

'1

(杨萍萍%沈军
&

老年痴呆照顾者照顾负担与虐待倾向的相

关性'

\

(

&

中国老年学杂志%

1%$;

%

';

#

10

$!

-$().-$(/&

'

''

(陶秀英%沈军
&

老年慢性病患者家庭照顾者虐待倾向及影

响因素研究'

\

(

&

重庆医学%

1%$-

%

0)

#

1;

$!

';);.';)/&

#收稿日期!

1%$/.%).11

!

修回日期!

1%$/.%(.$1

$

#上接第
0;(

页$

!!

9+3276L"++L"9!+"M327]#!!:7I9+3

'

\

(

&G:""!L7K#7P+

%

1%$)

%

'%

#

)

$!

0('.;%/&

'

)

( 陈敬林%万志丹%黄湘%等
&

中山市大规模人群地中海贫血

基因型调查'

\

(

&

中国卫生检验杂志%

1%$;

%

1;

#

$0

$!

10$(.

101$&

'

-

( 徐卫华%陈鑫苹%李晓娟%等
&

海南地区地中海贫血基因分

型及频率的研究'

\

(

&

中国热带医学%

1%$'

%

$'

#

-

$!

/%0.

/%)&

'

/

(

HIg

%

YHISZ ]

%

g? ]

%

739:&<9

4

#!#!7,3#M#693#","M

6"88",O739.329:9++78#98N393#",+#,327>2#,7+7

4

"

4

N.

:93#",N+#,

D

!N

4

:7Q"L3L#

4

:7Q98

4

:#6",

D

7,"3

R4

#,

D

O

R

2#

D

2.L7+":N3#",87:3#,

D

9,9:

R

+#+

'

\

(

&Z7,73J7+3]":G#".

89L57L+

%

1%$%

%

$0

#

)

$!

/;$./;)&

'

(

(

F̂SCI<BFCJF

%

GA?̂ F ]

%

F?[I<CF\\

%

739:&

F!N:3",+73"M9329:9++78#9#,37L87!#9

D

7,"3

R4

7#,9++".

6#93#",P#32F.9:

4

29.

#

'&-

$

2"8"U

RD

"+#3

R

&HOZ.966L9

1

O739-'

#

I$-

$

F+

4

.

%

F+,

2

#,6"8O#,93#",P#32O739.

9,!9:

4

29.329:9++78#9#,327+987M98#:

R

'

\

(

&H78"

D

:".

O#,

%

1%%;

%

1(

#

0

$!

1)(.1-)&

'

$%

(

>AgY

%

_?\F_\

%

B<=S>ISJHFE<

%

739:&Y57:739:9,!

7Q3L9+57:739: 89,#M7+393#",+ "M 8#Q7! 9:

4

29 9,! O739

329:9++78#9

'

\

(

&<9!#":>9+7<7

4

%

1%$1

%

-

#

'

$!

;10&

'

$$

(

HIY

%

h=Sh

%

E=SE

%

739:&>"8

4

:7Q#,37L963#","MHOh.

J29#:9,!P#329:

4

29

#

%

$

.9,!O739

#

%

$

.329:9++78#9#,9

>2#,7+7M98#:

R

'

\

(

&H78"

D

:"O#,

%

1%$-

%

0$

#

$

$!

)/.-1&

'

$1

(

dF<FYH=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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