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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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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分析住院的老年共病患者抑郁症状与老年综合征的关系%方法
!

采用一般情况调查表&

老年综合评估方法!对
00'

例患者进行横断面调查!采用多因素二元
"̂

J

#+D#F

回归方法分析老年综合征对抑郁

症状的影响%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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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抑

郁症状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

多种老年综合征影响住院共病老人抑郁症状的发生!医护人员应加大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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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是老年人常见的老年综合征#也是老年人常

见的功能性精神障碍#通常与老年人的慢性疾病或其

他老年综合征共存#可使老年人的社会功能受损*生

活质量下降'

$

(

)目前#老年人的抑郁症状已越来越受

关注#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探讨抑郁与老年综合征的

关系)但现有的研究多只针对某一特定的老年问题

或老年综合征进行分析#而纳入多种老年综合征的研

究相对较少)因此#本研究拟对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

老年科住院的老年共病患者进行横断面调查#了解住院

期间共病老年患者抑郁症状的患病率#并行老年综合评

估筛查其存在的老年综合征#分析老年综合征对抑郁症

状的影响#为抑郁的防治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纳入
1%$2

年
$%

月至
1%$-

年
(

月成

都市第五人民医院老年科住院的
0)%

例患者为研究

对象)纳入标准!$

$

&年龄大于或等于
)%

岁%$

1

&合并

1

种或
1

种以上的慢性疾病或老年综合征%$

'

&精神和

思维正常#可进行正常语言交流#能够清楚理解并回

答问题%$

0

&患者愿意参加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

$

&患有精神性疾病*重度认知功能障碍及

意识障碍#难以进行正常交流和表达的患者%$

1

&正在

参加其他临床研究者%$

'

&不能配合研究者#或不愿签

20)

重庆医学
1%$(

年
1

月第
0/

卷第
0

期

"

基金项目!四川省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科研课题$

$2%%1$

&)

!

作者简介!管丽娟$

$(/)W

&#主治医师#硕士#主要从事老年医学研究)



订知情同意书者)本研究通过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

伦理委员会批准)

>&?

!

方法
!

于入院后
0/E

内对符合纳入标准的研究

对象进行问卷调查#调查人员为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

老年科经统一培训考核通过的医生及护士)主要内

容包括#$

$

&一般人口学特征!收集所有对象的一般资

料#如年龄*性别等)$

1

&医疗情况!

+

患病状况#仔细

询问患者病史#记录患者存在的慢性疾病%

,

用药评

定#回顾患者用药清单#评估是否存在多重用药$用药

总数大于或等于
2

种视为多重用药&)$

'

&营养状态!

采用微型营养量表$

43=.6c

&进行评定#

'

-

分为营

养不良#

/

"

$$

分为有营养不良风险#

&

$1

分为营养

正常)$

0

&功能状况!

+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7̂

&采

用
bGCDE?B

指数评定量表$

bZ

&进行评定#

'

0%

分为重

度受损#

0$

"

)%

分为中度受损#

)$

"

(2

为轻度受损#

$%%

分为生活自理%

,

躯体功能采用
>#,?DD#

平衡及步

态评估#

$(

"$

10

分提示有跌倒风险#

$

$(

分预示高

度跌倒风险%

-

衰弱状态采用
c<=Ẑ

量表进行筛查#

总分为
2

分#

&

'

分为衰弱#

$

"

1

分为衰弱前期#

%

分

为正常)$

2

&精神状态!

+

认知功能采用简易精神状

态量表$

4469

&进行评定#根据文化水平及评分判定

有无认知功能障碍%

,

抑郁症状采用经我国学者唐

丹'

1

(进行信效度验证后的简版老年抑郁量表$

[76.

$2

&进行抑郁评分#

%

"

0

分为正常#

2

"

/

分为轻度抑

郁#

(

"

$$

分为中度抑郁#

$1

"

$2

分为重度抑郁)$

)

&

大小便控制情况!主要包括便秘及尿失禁评估#便秘

采用罗马
&

标准中功能性便秘的诊断标准进行评定#

尿失禁采用
ZTZ.].6c

进行评定)$

-

&疼痛!采用视觉

模拟法进行评定#

$%

分代表剧痛#

%

分为无痛)$

/

&家

庭关怀!采用家庭关怀指数问卷$

=U[=<

&进行评定#

-

"

$%

分为无家庭功能障碍#

0

"

)

分为中度家庭功能

障碍#

%

"

'

分为重度家庭功能障碍'

'

(

)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6U6610&%

统计软件对数据

进行处理)采用
H:"

表示符合正态分布及方差齐性

的计量资料#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

检验%采用四

分位数表示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两组间比较

采用
4G,,.YE#D,?

K

2

秩和检验)计数资料采用构

成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1 检验)采用多因素二元

"̂

J

#+D#F

回归方法分析老年综合征对抑郁的影响$变

量筛选方法为纳入单因素分析时
#

'

%&$%

者#具体赋

值见表
$

&%采用
M"+L?CG,! ?̂L?+E"R

检验方法对

回归方程进行拟合优度效能检验#采用受试者特征工

作$

<5T

&曲线分析相关因素的预测价值)以
#

$

%&%2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人口学特征
!

共纳入
0)%

例老年共病患者#完

成调查问卷者
00'

例#男
1(-

例#女
$0)

例)年龄

)%

"

(-

岁#其中高龄 $

&

/%

岁&患 者 有
$0(

例)

0%&$/8

$

$-/

"

00'

&的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症状#

其中#

)%&$$8

$

$%-

"

$-/

&为轻度#

10&$)8

$

0'

"

$-/

&为

中度#

$2&-'8

$

1/

"

$-/

&为重度)抑郁组'$

-)&1-:

/&-$2

&岁(与非抑郁组'$

-2&-':-&2-$

&岁(间年龄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W%&)(0

#

#;%&0//

&%而两组间

性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1

;$1&--2

#

#

$

%&%$

&)

表
$

!!

"̂

J

#+D#F

回归分析各变量的赋值

变量 赋值

因变量 抑郁
%;

否#

$;

是

自变量 性别
$;

男#

1;

女

年龄

慢性疾病数量

衰弱
%;

正常#

$;

衰弱前期#

1;

衰弱

疼痛
%;

否#

$;

轻度#

1;

中度#

';

重度

便秘
%;

否#

$;

是

尿失禁
%;

否#

$;

是

营养状态
%;

正常#

$;

营养不良风险#

1;

营养不良

家庭支持
%;

无障碍#

$;

中度障碍#

1;

重度障碍

多重用药
%;

否#

$;

是

日常生活

能力

%;

能力完好#

$;

轻度受损#

1;

中度受损#

'

;

重度受损

平衡功能
$;

轻度跌倒风险#

1;

高度跌倒风险

认知功能障碍
%;

否#

$;

是

?&?

!

患者慢性疾病情况
!

患者慢性疾病数量波动于

%

"

$2

种#下四分位数$

#

12

&为
1

种#中位数$

#

2%

&为
'

种#上四分位数$

#

-2

&为
0

种#在抑郁组及非抑郁组中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M;W2&'-/

#

#

$

%&%$

&%

TEGCB+",

合并症指数为
#

12

0

分#

#

2%

2

分#

#

-2

)

分#在两组中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M;W%&2$2

#

#;%&)%)

&)

?&@

!

患者老年综合征情况
!

患者老年综合征分布情

况见图
$

#超过
2%8

的老年患者存在
=7̂

依赖*跌倒

高风险*多重用药及衰弱综合征)各老年综合征在抑

郁组与非抑郁组的分布比较见表
1

)

?&A

!

抑郁症状与老年综合征的关系
!

将年龄*性别*

慢性疾病数量及各老年综合征作为自变量#抑郁症状

作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分析#筛选出
#

'

%&$

的变量

$性别*慢性疾病数量*疼痛*家庭关怀*认知功能*

=7̂

依赖*跌倒风险*衰弱*便秘&纳入多因素二元

"̂

J

#+D#F

回归方程)结果显示!多种慢性疾病*认知功

能*衰弱*家庭支持功能差是抑郁症状的独立危险因

素$表
'

&)对回归方程进行
M"+L?CG,! ?̂L?+E"R

>?+D

拟合优度效能检验#

!

1

;'&$12

#

#;%&(1)

)对

抑郁患者预后的预测概率绘制
<5T

曲线#见图
1

)

)0)

重庆医学
1%$(

年
1

月第
0/

卷第
0

期



<5T

曲线下面积为
%&-$2

$

(28B'

!

%&)))

"

%&-)2

&)

表
1

!!

两组患者老年综合征比较$

*

%

项目 抑郁组 非抑郁组 合计
!

1

#

家庭功能障碍
2' 0% (' $'&/'- %&%%%

疼痛
)1 22 $$- $%&/2/ %&%%$

认知功能障碍
/$ 2' $'0 '1&/'$ %&%%%

尿失禁
)% -0 $'0 $&)// %&$(0

营养不良
)) /0 $2% $&'-) %&10$

便秘
/2 /1 $)- $1&/$% %&%%%

衰弱
$11 $%( 1'$ '1&%21 %&%%%

跌倒高风险
$$/ $1/ 10) $'&(22 %&%%%

=7̂

依赖
$11 $0- 1)( -&)10 %&%%$

多重用药
(/ $'( 1'- %&1(% %&2(%

表
'

!!

老年患者抑郁相关因素的
"̂

J

#+D#F

回归分析

变量
U :9& (0@+ +

G

# $%

$

(28B'

&

下限 上限

慢性疾病数量
%&$$' %&%0- 2&)/% $ %&%$- $&$1% $&%1% $&11(

家庭关怀
%&)0' %&11$ /&012 $ %&%%0 $&(%1 $&1'1 1&('2

认知功能
%&/1' %&1'0$1&'0) $ %&%%% 1&1-- $&0'( '&)%1

衰弱
%&-00 %&11-$%&-%% $ %&%%$ 1&$%' $&'0- '&1/0

常量
W$&2(-%&1%1)1&)$2 $ %&%%% %&1%1

图
$

!!

患者的老年综合征分布情况

图
1

!!

预测抑郁的
<5T

曲线

@

!

讨
!!

论

!!

本调查采用
[76.$2

量表进行研究$

[76.$2

&

2

分提示存在抑郁症状&#结果显示#

0%&$/8

的住院老

年患者存在抑郁症状#其中
)%&$$8

为轻度抑郁#

'(&/(8

为中重度抑郁#提示老年抑郁症状多数为轻

度%若在此期间予以识别及干预#其预后应较好)华

西医院淳雪丽等'

0

(以
[76.$2

&

/

分为抑郁标准对住

院老年患者进行调查#其患病率为
0%&%8

#而傅朝晖

等'

2

(以
[76.'%

&

$$

分为抑郁标准发现其患病率为

'1&/8

%另外#其他各地调查者报道的患病率亦有所

不同'

).-

(

#这可能与各地研究使用的工具*各地区各医

院的疾病构成及文化背景不同有关)由此可见#我国

应当制定适合自己人口学特征的抑郁筛查工具的统

一标准#以便于进行大样本研究或各地区老年人抑郁

情况的比较)

本研究发现#共病*衰弱*认知功能障碍*家庭功

能障碍均是老年抑郁的独立危险因素)

已有调查研究显示#多种慢性疾病$糖尿病*慢性

阻塞性肺疾病*脑卒中等&均可导致抑郁情绪的产生%

64Z>M

等'

/

(发现抑郁患者的共病情况较非抑郁者更

突出%

cZ37̂ 9V

等'

(

(亦发现多病共存者比单纯高血

压者更易患抑郁)而且#抑郁的严重程度与慢性疾病

的种类有关'

$%

(

)多种慢性疾病可因为多种症状负担*

多重用药等问题增加心理负担#导致抑郁的发生%其

具体机制可能与心理负担*压力所致的激素分泌变化

及炎症作用有关)因此#临床工作中针对抑郁的控制

不仅需要精神心理的重视#也应加强慢性疾病的

管理)

老年人的功能受损主要表现为躯体功能障碍及

认知功能障碍)衰弱是躯体功能障碍的主要表现之

一)张绍敏等'

$$

(的研究显示#衰弱与抑郁症状呈正相

关#尤其是衰弱症状之一的疲劳感是老年患者抑郁发

生的独立危险因素%这与国内外的研究结果一

致'

$1.$'

(

)可能是由于老年人对疲劳感感受强烈#生活

质量下降#因此产生较强的不愉悦感及挫败感#从而

导致抑郁的发生)这提示在对抑郁老年患者制订诊

治措施时应当考虑患者的躯体功能障碍带来的不良

影响#从而进行早期干预)此外#在认知功能障碍方

面#多项研究证实老年期抑郁与认知功能障碍有密切

关系#且二者可互为因果'

$'.$)

(

)由此#笔者推测维护

老年患者的躯体功能及延缓认知功能的减退可能会

为抑郁症状的缓解提供新的治疗依据)

家庭功能障碍在老年人中亦较常见)本研究发

现家庭功能障碍是抑郁症状的危险因素#与多项国内

外的研究结果一致'

0

#

$-.1%

(

)老年人由于退休*活动能

力减弱等原因而使社会交往明显减少#而其自我价值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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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的体现主要来自于家庭的关怀#因此#家庭功能障碍

会导致老人自我价值感下降#引起抑郁的发生)提示

医务人员在制订针对抑郁的诊治策略时应当重视老

人家庭成员的宣教)

本研究采用老年综合评估方法筛查住院老年患

者的老年综合征#分析其对抑郁症状的影响)结果发

现#抑郁症状患病率较高#多病共存*衰弱*认知功能

障碍及家庭功能障碍均是抑郁症状的危险因素)因

此#在临床工作#医务人员应注意抑郁症状的识别#并

通过对老年综合征进行干预以预防或控制抑郁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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