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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探讨脑卒中后尿失禁患者自我效能水平(抑郁程度(生活质量的状况及相关性$方法
!

应

用一般基本资料调查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

JDKD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Q=F]

#(尿失禁生活质量问卷"

M.

ĈI

#!对
)%1

例脑卒中后尿失禁患者进行问卷调查$由
1

人收集所有数据!探讨自我效能与抑郁(生活质量间

的关系$结果
!

脑卒中后尿失禁患者
JDKD

评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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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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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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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CI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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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自我效能与抑郁程度呈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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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程度与生活质量呈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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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脑卒中后尿失禁患者的自我效

能与抑郁程度(生活质量密切相关$护理人员可以通过提高患者自我效能水平来降低抑郁程度(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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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

+3B"57

$又叫脑血管意外%是因各种诱发

因素引起脑内动脉狭窄%闭塞或破裂%而造成急性脑

血液循环障碍%是当今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最主要疾

病之一&

$

'

)而尿失禁是脑卒中后常见的并发症之一)

多项研究均证实尿失禁是脑卒中预后不良的独立危

险因素%而脑卒中患者高病死率与脑卒中后尿失禁密

切相关&

1.;

'

)研究显示&

)

'

0%\

$

)%\

的脑卒中住院患

者都会发生尿失禁)

bMII=FD

等&

-

'

*

?CICFME.

D?P.N=@=D

等&

/

'调查研究中发生脑卒中
0

周后%尿

失禁的发生率为
0'&;\

$

;'&%\

)急性脑卒中患者

在住院期间或出院后发生尿失禁%给患者的心理和肌

体造成重大变化%并显著降低患者生活质量及生存

率&

(

'

)尿失禁使患者产生强烈的心理冲突%出现情感

焦虑*沮丧*尴尬(同时尿失禁带来的不适感使患者远

离社会生活)有研究显示%焦虑抑郁情绪及自我感受

负担影响患者的自我效能水平&

$%.$$

'

)自我效能是由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
@=E]><=

&

$1

'提出%指的是个体

对控制行为和周围环境能力的一种感知或信念)强

)/'$

重庆医学
1%$(

年
0

月第
0/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中国留学基金委公派留学项目资助#

1%$-%/;1;%)'

$(贵州省卫生计生委科学技术基金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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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效能期望与行为期望的因果关系)当个体对可能

的行为结果预测的成功率越大时%越能更好地做出效

能决策%克服困难的自信程度越高)它可以通过影响

人们的身心系统和控制个人健康%改善生活质量来促

进机体身心健康)因此%脑卒中后尿失禁患者的自我

效能与患者的身心健康*生活质量存在着很大的关

系%本研究旨在探究脑卒中后尿失禁患者的自我效能

与抑郁*生活质量的相互关系%为制订提高脑卒中后

尿失禁患者自我效能水平干预措施%促进患者的身心

健康提供依据)

B

!

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采用便利抽样方法%选择
1%$-

年
$1

月至
1%$/

年
1

月贵阳市
0

所三级甲等医院神经内科

住院的脑卒中后尿失禁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

#

$

$符合第四届全国脑血管病会议通过的各类脑血管

病的诊断和分类标准%诊断为脑梗死或脑出血或蛛网

膜下腔出血%均经头部
OL

和核磁共振证实(#

1

$依据

国际尿控协会 #

M,37B,93#",9:O",3#,7,67D"6#73

V

%

MOD

$定义&

$'.$0

'符合尿失禁的诊断标准(#

'

$患者未使

用过任何解痉药和抗胆碱药(#

0

$病情稳定%意识清

楚%知情同意参与本研究)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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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工具

B&C&B

!

一般资料调查表
!

该量表自行设计%包括社

会人口学资料和疾病相关资料两部分%涉及性别*年

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医疗保障*家庭人均收入*照顾

者*体质量指数#

@FM

$等)参照卫生组织新标准&

$;

'

!

00

岁及以下为青年人%

0;

$

;(

岁为中年人%

)%

$

-0

岁为

年轻老年人%

-;

岁以上为老年人)

@FMd

体质量

#

5

H

$"身高#

8

1

$%根据+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控

制指南,把
@FM

界定为&

$)

'

!

$

$/&;5

H

"

8

1 为体质量

过低%

$/&;

$$

1'&%5

H

"

8

1 为正常%

1'&%

$$

1;&%

5

H

"

8

1 为肥胖前期%

1;&%

$$

'%&%5

H

"

8

1 为一级肥

胖%

%

'%&%5

H

"

8

1 为二级肥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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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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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由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的著名临床和讲

课心理学家
DOQb=<fK<

教授于
$(/$

年编制完

成%于
$((;

年由张建新和
DOQb=<fK<

在大学生

中使用&

$-

'

%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共
$%

个项目%各

项目均为
$

$

0

分%得分越高%自我效能感越高)评分

小于
$%

分提示低自我效能感%评分
$%

$$

1%

分提示

中等自我效能感%评分大于或等于
1%

分提示高自我

效能感)

B&C&D

!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Q98#:3",e+!7

4

B7++#",

+69:7

%

Q=F]

$

!

由
Q=FMILCE

&

$/

'于
$()%

年设计

制订%是临床上应用最普遍的抑郁症状他评量表%适

用于有抑郁症状的成年患者)此研究选用
10

项版

本%主要对
-

类因子进行评估!焦虑"躯体化*体质量*

认识障碍*阻滞*睡眠障碍*绝望感*日夜变化)评分

小于
/

分提示正常%评分
/

$$

1%

分提示可能有轻度

抑郁%评分
1%

$$

';

分提示中度抑郁%评分大于或等

于
';

分提示重度抑郁)该量表据报道其效度为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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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失禁生活质量问卷#

#,6",3#,7,67

W

A9:#3

V

"S

:#S7

%

M.̂ CI

$

!

最初由美国华盛顿大学
b=JEK<

博

士研制而成%包括行为限制*心理影响*社会障碍
'

个

领域%共有
11

个问题&

1%

'

)

M.̂ CI

采用自我测评方式%

每一题分
$

*

1

*

'

*

0

*

;

分值计分%最后评分
d

#合计分

数
[11

$"

//_$%%

%高分者为生存质量相对较好的状

态%问卷具有较好的内在一致性*可重复性和有效

性&

1$

'

)参照自我效能的分级标准%将生活质量分为

高*中*低
'

个水平%

&

/%

分为高等水平%

)%

$

/%

为中

等水平%

$

)%

分为低等水平)

B&D

!

方法
!

由专人负责调查统一指导语%向研究对

象详细介绍调查目的及填写方法等)获得知情同意

后%签署知情同意书%由调查者发放问卷)对不能自

行完成问卷者%由调查人员协助完成%填表时间
1%

$

'%8#,

)所有问卷当场收回)及时核查纠正漏填或

填写不清的项目)共发出问卷
)%1

份%回收
;($

份%

有效回收率为
(/&1\

)

B&E

!

统计学处理
!

所有数据均录入
DNDD11&%

进行

处理)计量资料采用
Bi&

进行描述(计数资料采用

频数或百分比表示)对自我效能*抑郁及生活质量
'

个指标进行正态性检验%如符合正态分布%采用
N79B.

+",

相关分析法%探讨自我效能与抑郁*生活质量
'

变

量间的关系%否则采用
D

4

79B89,

秩相关)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结
!!

果

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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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

例研究对象中%男
''0

例

#

;)&;\

$%女
1;-

例#

0'&;\

$(年龄小于
00

岁
0$

例

#

)&(\

$%

0;

$

;(

岁
(%

例#

$;&1\

$%

)%

$

-0

岁
10'

例

#

0$&$\

$%

%

-;

岁
1$-

例#

')&-\

$%以老年人居多(婚

姻状况!已婚
;%0

例#

;&)\

$%未婚
''

例#

/;&'\

$%离异
(

例#

$&;\

$%丧偶
0;

例#

-&)\

$%大多数已婚(文化程度!文

化程度以小学*初中为主%分别占
$-/

例#

'%&$\

$%

$)0

例

#

1-&-\

$(

;;1

例#

('&0\

$患者是以医疗报销医保为主(

'0$

例#

;-&-\

$的研究对象可以承担医疗费用(

@FM

为

1'&%

$$

1;&%5

H

"

8

1

$--

例#

1(&(\

$%

1;&%

$$

'%&%

5

H

"

8

1

$%(

例#

$/&0\

$)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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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后尿失禁患者的自我效能感
!

本研究中

脑卒中后尿失禁患者的
JDKD

得分#

1'&;;i)&1(

$

分%总体得分指标为
;/&/)\

)其中高自我效能仅
0'

例#

-&'\

$%中等自我效能
'$)

例#

;'&;\

$%低自我效

能
1'1

例#

'(&'\

$)

C&D

!

脑卒中后尿失禁患者抑郁程度
!

在
;($

例脑卒

中后尿失禁患者中%仅
$%

例#

$&-\

$表现正常%

$)

例

#

1&-\

$表现为轻度抑郁%

'--

例#

)'&/\

$为中度抑

郁%

$//

例#

'$&/\

$处于严重抑郁)本研究患者的

Q=F]

总分为 #

'1&'(i(&$;

$分%得分指标为

-/'$

重庆医学
1%$(

年
0

月第
0/

卷第
/

期



0$&;\

%各维度得分情况及排序见表
1

)

表
$

!!

脑卒中后尿失禁患者一般资料$

%d;($

%

项目 分类#赋值$

例数

#

%

$

构成比

#

\

$

性别 男#

$

$

''0 ;)&;

女#

1

$

1;- 0'&;

年龄
$

00

岁#

$

$

0$ )&(

0;

$

;(

岁#

1

$

(% $;&1

)%

$

-0

岁#

'

$

10' 0$&$

%

-;

岁#

0

$

1$- ')&-

婚姻状况 未婚#

$

$

'' ;&)

已婚#

1

$

;%0 /;&'

离婚#

'

$

( $&;

丧偶#

0

$

0; -&)

文化程度 文盲#

$

$

)' $%&-

小学#

1

$

$-/ '%&$

初中#

'

$

$)0 1-&-

高中#

0

$

-0 $1&;

大学#

;

$

$%% $)&(

硕士及以上#

)

$

$1 1&%

医疗报销 自费#

$

$

$; 1&;

公费#

1

$

0 %&-

医保#

'

$

;;1 ('&0

其他#

0

$

1% '&0

能否承担医疗费用 比较困难#

$

$

(( $)&/

勉强可以#

1

$

$;$ 1;&;

可以#

'

$

'0$ ;-&-

家庭人均收入
$

$%%%

元#

$

$

00 -&0

$%%%

$$

'%%%

元#

1

$

1)/ 0;&'

'%%%

$$

;%%%

元#

'

$

$/( '1&%

%

;%%%

元#

0

$

(% $;&1

照顾者 家人#

$

$

01/ -1&0

陪护#

1

$

(% $;&1

无陪护#

'

$

-' $1&0

照顾者年龄
$

;%

岁#

$

$

1'0 0;&1

;%

$

;(

岁#

1

$

$-/ '0&'

%

)%

岁#

'

$

$%) 1%&;

照顾者健康状况 较差#

$

$

( $&/

一般#

1

$

1;0 0(&%

好#

'

$

1;; 0(&1

@MF

$

$/&;5

H

"

8

1

#

$

$

1) 0&0

$/&;

$$

1'&%5

H

"

8

1

#

1

$

1)$ 00&1

1'&%

$$

1;&%5

H

"

8

1

#

'

$

$-- 1(&(

1;&%

$$

'%&%5

H

"

8

1

#

0

$

$%( $/&0

%

'%&%5

H

"

8

1

#

;

$

$/ '&%

表
1

!!

脑卒中后尿失禁患者
Q=F]

各维度

!!!

得分情况$

%d;($

(

Bi&

%

项目 得分范围#分$ 得分#分$ 得分指标#

\

$ 排序

焦虑躯体化
%

$

$( -&(;i1&0- 0$&/ ;

体质量
%

$

1 $&$/i%&'/ ;(&% 1

认知障碍
%

$

11 -&/$i1&(1 ';&; -

日夜变化
%

$

1 $&%;i%&11 ;1&; '

迟缓
%

$

$; )&'%i1&;' 01&% 0

睡眠障碍
%

$

) '&/$i%&-- )'&; $

绝望感
%

$

$1 0&'%i$&-$ ';&/ )

Q=F]

总分
%

$

-/ '1&'(i(&$; 0$&; [

!!

[

!此项无数据

C&E

!

脑卒中后尿失禁患者的生活质量状况
!

脑卒中

后尿失禁患者普遍处于低质量生活水平)在
;($

例

脑卒中后尿失禁患者中%无一例表现为高等生活质量

水平%仅
'0

例#

;&/\

$表现为中等生活质量水平%

;;-

例#

(0&1\

$为低等生活质量水平)本研究患者的
M.

ĈI

总分为#

0(&%1i$0&1%

$分%得分指标为
00&)\

%

各维度得分情况及排序见表
'

)

表
'

!!

脑卒中后尿失禁患者生活质量得分

!!!

情况$

%d;($

(

Bi&

%

项目 得分范围#分$ 得分#分$ 得分指标#

\

$排序

总分
%

$

$%% 0(&%1i$0&1% 00&) [

社会障碍
%

$

1; $/&))i;&'( 0)&- $

心理影响
%

$

0; $(&(1i;&)' 00&' 1

行为限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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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此项无数据

C&H

!

脑卒中尿失禁患者自我效能感与抑郁*生活质

量的相关性
!

探索性分析表明自我效能感*抑郁程度

及生 活 质 量 的 分 布 不 符 合 正 态 分 布%故 采 用

D

4

79B89,

秩相关分析法)分析结果表明!脑卒中后

尿失禁患者自我效能感与抑郁程度呈负相关%且相关

程度较高#

7d[%&0/0

%

!

$

%&%$

$(脑卒中后尿失禁患

者自我效能感与生活质量呈正相关%且相关程度较高

#

7d%&$()

%

!

$

%&%$

$(脑卒中后尿失禁患者抑郁程度与

生活质量呈负相关#

7d[%&%/;

%

!

$

%&%;

$)见表
0

)

表
0

!!

脑卒中后尿失禁患者自我效能与抑郁程度&生活

!!!

质量相关性$

%d;($

(

7

值%

项目 社会障碍
心理

影响

行为

限制
M̂ CI

总分
JDKD

总分

JDKD

总分
[%&1''

U

[%&$0/

U

[%&$%-

U

[%&$()

U

$

焦虑躯体化
[%&10(

U

[%&$1-

U

[%&''%

U

[%&1)'

U

[%&1(/

U

体质量
[%&%-( [%&%0% [%&%%$ [%&%$% [%&1')

U

认知障碍
[%&%'$ [%&$10

U

[%&%/)

9

[%&%1/ [%&0;0

U

日夜变化
[%&$1/

U

[%&1$'

U

[%&$')

U

[%&$)0

U

[%&10)

U

阻滞
[%&%'( %&%(;9 [%&%;0 [%&%%$ [%&0'%

U

//'$

重庆医学
1%$(

年
0

月第
0/

卷第
/

期



续表
0

!!

脑卒中后尿失禁患者自我效能与抑郁程度&生活

!!!

质量相关性$

%d;($

(

7

值%

项目 社会障碍
心理

影响

行为

限制
M̂ CI

总分
JDKD

总分

睡眠障碍
[%&$$'

U

[%&%-/ [%&$%(

U

[%&$$0

U

[%&')'

U

绝望感
[%&$;$

U

[%&%$/ [%&$0)

U

[%&$1)

U

[%&)$'

U

Q=F]

总分
[%&%)/ [%&%'( [%&$0%

U

[%&%/;

9

[%&0/0

U

!!

9

!

!

$

%&%;

%

U

!

!

$

%&%$

D

!

讨
!!

论

D&B

!

脑卒中后尿失禁患者的自我效能水平分析
!

研

究表明%仅
-&'\

的脑卒中后尿失禁患者处于高自我

效能水平%

;'&;\

的患者自我效能水平处于中等水

平)与
N=<?

等&

11

'的研究结果相似%低于梁蝴蝶

等&

1'

'报道的脑卒中患者自我效能水平%也低于蒋运兰

等&

10

'研究的脑卒中恢复期患者自我效能水平)本研

究中的研究对象为脑卒中后尿失禁患者%而梁蝴蝶

等&

1'

'的研究对象单为脑卒中患者%可能会导致患者的

自我效能水平更低)由于脑卒中后尿失禁患者部分

或全部丧失日常生活能力%需要依赖他人及家人协助

日常生活%长期的治疗和康复训练不断削弱患者抵抗

疾病的信心%降低了患者的自我效能水平)因此%需

提高脑卒中后尿失禁患者的自我行为管理能力%减少

尿失禁的发生次数%重视患者的自我效能水平的培

养)医护人员找出原因并正确地引导%进行针对性的

健康指导*心理护理%加强对文化程度较低*经济水平

较低等患者自我效能水平的关注%从而促进患者自我

效能水平的提升)

D&C

!

脑卒中后尿失禁患者的抑郁程度分析
!

目前报

道美国脑卒中后抑郁的发生率为
1;\

$

-(\

&

1;

'

%我

国脑卒中后抑郁发生率为
1;\

$

)%\

&

1)

'

)本研究结

果显示脑卒中后尿失禁患者中仅
$%

例#

$&-\

$表现

正常%

$)

例#

1&-\

$表现为轻度抑郁%

'--

例#

)'&/\

$

为中度抑郁%

$//

例#

'$&/\

$处于严重抑郁%总体得分

指标为
0$&;\

%高于
D?CI=<>D

等&

1-

'

*

@Q=L.

L=OQ=MgKK

等&

1/

'的研究%可能与研究对象的病程相

对较长*经济生活压力*生活能力受限等有关)本研

究中抑郁程度各维度得分由低到高依次为认知障碍*

绝望感*焦虑"躯体化*迟缓*日夜变化*体质量*睡眠

障碍)

JKC<JM=

等&

1(

'报道患者的焦虑*抑郁状态会

影响自我效能水平*生活质量状况(长期的治疗及急

性发作也给家庭造成巨大经济*生活压力%患者会表

现出放弃*自卑*依从性差等现象%使患者产生自我感

受负担)因此%医护工作者应及时早期发现脑卒中后

尿失禁抑郁的高危人群%进而采取积极有效的干预措

施%从而避免其发展成严重抑郁症%提高患者的自我

效能水平及生活质量)

D&D

!

脑卒中后尿失禁患者的生活质量状况分析
!

本

研究对象为脑卒中后尿失禁的住院患者%多数患者伴

有中度以上的肢体功能障碍%日常生活能力低于其他

慢性病患者)从表
'

可见%本研究中脑卒中后尿失禁

患者普遍处于低质量生活水平%其各变量得分由低到

高依次为行为限制*心理影响*社会障碍%总体得分指

标为
00&)\

%与蒋运兰等&

10

'研究的脑卒中恢复期患

者生活质量情况一致)患者的社会障碍得分较高%可

能与本研究的纳入标准要求研究对象意识清醒有关(

患者的行为限制最低%可能是因为大多数患者存在肢

体活动能力障碍)患者长期治疗*经济情况*家属因

素*肢体活动能力受限都会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

'

)

因此%医护人员要重视脑卒中后尿失禁患者的家庭支

持*经济情况%尤其是家属在患者康复中的积极作用%

鼓励家属及照顾者参与到患者康复治疗的日常锻炼)

D&E

!

脑卒中后尿失禁患者的自我效能水平与抑郁*

生活质量的相关性分析
!

从表
0

可见%脑卒中后尿失

禁患者的自我效能感和抑郁程度呈负相关#

7d

[%&0/0

%

!

$

%&%$

$%自我效能感与生活质量呈正相关

#

7d%&$()

%

!

$

%&%$

$%抑郁程度和生活质量的各维度

呈负相关#

7d[%&%/;

%

!

$

%&%$

$%即脑卒中后尿失禁

患者的自我效能感水平高的患者%抑郁程度越低%生

活质量越高)脑卒中后尿失禁为严重的慢性疾病%在

长期康复治疗中患者的康复效果*社会参与度*情绪

等方面容易受影响%最终影响患者的心理状况和生活

质量)心理因素是影响脑卒中后尿失禁患者自我效

能感的主要因素)生活质量与自我效能感之间存在

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关系%这与
JKC<JM=

等&

1(

'的

研究结果一致)自我效能感可以对患者的各种行为

进行直接经验*间接经验*语言劝说及情绪引导%并根

据患者的实际情况提供系统的方向%促进患者的行为

改变%以提高患者的自我效能*生活质量%降低抑郁程

度)因此%患者的健康状况*心理变化*生活质量的改

变随自我效能水平的变化而变化%说明良好的自我效

能感为患者对抗负性情绪*发挥主观能动性等方面提

供了必要的情感支持和行为支持%这与胡燕利等&

$$

'的

研究相似)要做好脑卒中的防控模式和策略%医护人

员必须运用恰当的沟通技巧%加强对患者的心理咨

询%鼓励患者表达内心的自我感受%减轻其精神及经

济负担%树立治疗康复的信心(通过增强患者的自我

效能水平来提高患者日常生活能力*主动参与能力%

进而提高其生活质量)

脑卒中后尿失禁患者的自我效能感与多种因素

有关%而抑郁程度与生活质量尤为显著)脑卒中后尿

失禁患者的自我效能水平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患者抑

郁程度偏高%生活质量普遍偏低)因此%在护理脑卒

中后尿失禁患者时%可制订提高患者自我效能水平的

措施并以实施%从而改善和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降

低患者的抑郁程度)但提高脑卒中后尿失禁患者的

自我效能水平的措施有哪些%该如何应用%还有待进

一步的临床研究与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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