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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系统评价怀旧疗法对家庭照顾者照顾负担及情绪的影响。方法 计算机检索中国知网

(CNKI)、万方数据库、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VIP)、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PubMed、Web
 

of
 

Science、EMbase、The
 

Cochrane
 

Library数据库,检索时间为建库至2021年7月28日。搜集国内外关于怀旧

疗法应用于家庭照顾者的随机对照研究,由两位评价者独立筛选文献、提取资料并评价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

后,使用Review
 

Manager5.3软件进行meta分析。结果 纳入12项随机对照研究(RCTs)。meta分析结果

显示,怀旧疗法可减轻家庭照顾者的照顾负担[SMD=-2.35,95%CI(-3.56,-1.14),P<0.001]和悲伤情

绪[MD=-6.78,95%CI(-9.29,-4.26),P<0.001],提高其积极感受[MD=10.93,95%CI(8.69,13.17),

P<0.001];但在焦虑[SMD=-0.81,95%CI(-3.04,1.42),P=0.48]、抑郁[SMD=-0.89,95%CI
(-2.40,0.62),P=0.25]方面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怀旧疗法可减轻家庭照顾者的照顾负担和悲伤情

绪,提高其积极感受,但对降低家庭照顾者的焦虑、抑郁情绪作用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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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 To
 

systematically
 

evaluate
 

the
 

effect
 

of
 

reminiscence
 

therapy
 

on
 

the
 

care
 

burden
 

and
 

emotion
 

of
 

the
 

family
 

caregivers.Methods The
 

databases
 

of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Wanfang
 

Data,VIP,China
 

Biomedical
 

Literature
 

Database
 

(CBM),PubMed,Web
 

of
 

Science,Embase
 

and
 

the
 

Cochrane
 

Library
 

were
 

retrieved
 

by
 

computer.The
 

retrieval
 

time
 

was
 

from
 

the
 

database
 

establishment
 

to
 

28
 

July
 

2021.The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s)
 

on
 

the
 

application
 

of
 

reminiscence
 

therapy
 

to
 

family
 

caregivers
 

were
 

collected.Two
 

reviewers
 

independently
 

screened
 

the
 

literatures,extracted
 

the
 

data,and
 

as-
sessed

 

the
 

risk
 

of
 

bias
 

of
 

the
 

included
 

studies.Then
 

meta
 

analysis
 

was
 

performed
 

by
 

using
 

the
 

Review
 

Manag-
er5.3

 

software.Results A
 

total
 

of
 

12
 

RCTs
 

were
 

included.The
 

meta
 

analysi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emi-
niscence

 

therapy
 

could
 

reduce
 

the
 

care
 

burden
 

[SMD=-2.35,95%CI(-3.56,-1.14),P<0.001]
 

and
 

sad-
ness

 

emotion
 

[MD=-6.78,95%CI(-9.29,-4.26),P<0.001]
 

of
 

family
 

caregivers,improve
 

their
 

positive
 

feelings
 

[MD=10.93,95%CI(8.69,13.17),P<0.001].However,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aspects
 

of
 

anxiety
 

[SMD=-0.81,95%CI(-3.04,1.42),P=0.48]
 

and
 

depression
 

[SMD=-0.89,95%CI
(-2.40,0.62),P=0.25]

 

was
 

found.Conclusion The
 

reminiscence
 

therapy
 

can
 

alleviate
 

the
 

care
 

burden
 

and
 

sadness
 

emotion
 

of
 

family
 

caregivers,and
 

improve
 

their
 

positive
 

feelings.However,its
 

effect
 

on
 

alleviating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f
 

family
 

caregivers
 

is
 

unobv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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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高达69.13%[1],需长期综

合照护。其家庭照顾者在身体、心理等方面承受着沉

重负担,继而导致严重负性情绪[2]。研究显示,照顾

负担和负性情绪会削弱家庭照顾者照顾质量,进而影

响患者治疗和康复[3]。因此,关注家庭照顾者的心理

健康,加强对家庭照顾者的心理干预势在必行。作为

心理干预方法之一,怀旧疗法主要通过引导人们回忆

过去,并赋予过去经历新的含义,帮助人们改善情绪

并提高人们对现处环境的适应能力[4]。按其组织形

式,可将怀旧疗法分为个体和团体怀旧,个体怀旧是

干预者一对一地开展怀旧治疗;而团体怀旧是以小组

的方式开展,通过小组成员间的经验分享与互动交流

等达到治疗效果[5]。近年来,越来越多学者探究怀旧

疗法用于改善家庭照顾者照顾负担和情绪的效果,但
由于各种因素影响,致使研究结果不一致。有研究表

明,怀旧疗法能有效减轻照顾负担和负性情绪[6]。相

反,也有研究指出,参与怀旧疗法家庭照顾者的照顾

负担和焦虑症状增加[7]。因此,十分有必要对此类研

究及其结果进行综合分析与再评价。但目前国内外

尚少有对该疗法在家庭照顾者中应用效果的 meta分

析。因此,本研究采用meta分析方法,探讨怀旧疗法

对家庭照顾者照顾负担和情绪的影响,以期为临床应

用提供循证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文献资料

计算机检索中国知网(CNKI)、万方数据库、维普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VIP)、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

库(CBM)、PubMed、Web
 

of
 

Science、Embase、Co-
chrane

 

Library。检索时间为建库至2021年7月28
日。检索内容包括研究对象、干预措施、研究设计三

部分,中文检索词为“照顾”“照顾者”“怀旧疗法”“回
忆疗法”“人生回顾”“随机”等;英文检索词为“remi-
niscence”“reminiscence

 

therapy”“life
 

review”“care-

giver”“Family
 

Caregiver”“spouse
 

caregiver”“Ran-
domized

 

Controlled
 

Trial”等。

1.2 方法

1.2.1 文献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
trolled

 

trial,RCT);(2)研究对象:家庭照顾者,指未

经专业培训且无偿照顾患者的照护者,包括患者的父

母、子女、配偶等[8];(3)干预措施:干预组采取怀旧疗

法,对照组采取其他措施;(4)结局指标:至少包含照

顾负担、悲伤情绪、照顾者积极感受、焦虑、抑郁中一

项。排除标准:(1)重复发表文献只选一篇;(2)无法

获取全文;(3)干预措施不符,如干预组采取怀旧疗法

与药物或其他心理疗法联合干预;(4)非中英文文献。

1.2.2 文献筛选及资料提取

2名评价者使用 Noteexpress软件,根据纳排标

准独立筛选文献,提取资料并核对,如有分歧则讨论

解决或请第三方裁定。资料提取内容包括:题目、作
者、年份、研究对象、样本量、干预措施、结局指标及相

关数据等。

1.2.3 文献质量评价

2名评价者依据Cochrane手册推荐的RCT风险

偏倚评估表[9]对纳入文献的质量进行独立评价并核

对,若有分歧则讨论解决或请第三方裁定。文献质量

评价内容共7项,每项以“高偏倚”
 

“低偏倚”
 

“不清

楚”进行评价,全为“低偏倚”则为A级;部分为“低偏

倚”则为B级;无“低偏倚”则为C级。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Review
 

Manager5.3软件进行 meta分析。

采用χ2 检验和I2 检验判断纳入研究间的异质性,若

P≥0.1,I2<50%则认为异质性可接受,使用固定效

应模型分析;否则使用随机效应模型分析,并进行敏

感性分析。本研究所有结局指标均为连续性变量,因
此采用均数差(MD)或标准化均数差(SMD)为效应

指标,并计算95%CI。若纳入文献大于或等于10篇

则使用漏斗图评价发表偏倚,meta分析检验水准设为

α=0.05。

2 结  果

2.1 文献检索结果

初步检索到802篇文献,经逐层筛选,最终纳入

12篇RCT[6-7,10-19],共包括1
 

173位家庭照顾者,文献

筛选流程及结果见图1。

图1  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

2.2 纳入文献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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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文献共涉及3种干预方法,包括健康教育、
常规心理护理、怀旧疗法;结局指标包括家庭照顾者

照顾负担、悲伤情绪、积极感受、焦虑及抑郁情绪。其

中照顾负担的评价量表包括照顾者负担量表(CBI)、

Zarit照顾者负担量表(ZBI)、亲属压力量表(RSS);悲
伤情绪的评价量表为照顾者悲伤量表(MM-CGL-
SF);积极感受的评价量表主要是照顾者积极感受量

表(PAC);焦虑及抑郁情绪的评价量表包括焦虑自评

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及医院用焦虑抑郁

量表(HADS)。纳入文献基本特征,见表1。

2.3 纳入文献质量评价

纳入 的 12 篇 文 献 质 量 均 为 B 级,其 中 10
篇[6-7,12-19]具体描述了产生随机序列的方法;4篇对结

局评估者采用盲法[7,16,18-19],见表2。

表1  纳入文献基本特征

纳入研究
年份

(年)
样本量(T/C)

研究

对象

干预措施

T C
组织形式 干预频率

干预

时间

干预

周期
评价量表

宋娜等[6] 2016 86(43/43) J A+RT A 个体怀旧 1次/周 60
 

min 8周 ①②③④

WOODS等[7] 2012 350(206/144) J RT A 团体怀旧 1次/周 2
 

h 10个月 ⑤⑥

蒋娟等[10] 2020 81(42/39) J RT A 个体及团体怀旧 1
 

次/周 45~60
 

min 5周 ①②

潘茜等[11] 2017 48(25/23) J A+B+RT A+B 团体怀旧 2
 

次/周 60
 

min 3周 ④

管细红等[12] 2017 62(31/31) J A+RT A 个体怀旧 1次/周 45~60
 

min 8周
 

①②

张颖颖[13] 2016 92(46/46) J RT A 个体怀旧 1
 

次/周 45~60
 

min 8周 ②⑦

梅咏霞等[14] 2014 79(40/39) J A+RT A 个体怀旧 1次/周 45~60
 

min 8周 ①②

肖艳林等[15] 2019 120(60/60) J A+RT A 不详 1次/周 _ 7周 ②⑧

CHENG等[16] 2020 56(27/29) J A+RT A 不详 1
 

次/周 45~60
 

min 8周 ②⑦

许桂秀等[17] 2020 80(40/40) J RT A 不详 1次/周 _ 7周 ②⑧

MEI等[18] 2018 73(24/22/27) J A+RT A 个体怀旧 1
 

次/周 45~60
 

min 8周 ①②

孙丽军[19] 2019 46(25/21) J A+RT A 基于微信平台的个体怀旧 2次/周 40~60
 

min 4周 ⑦

  T:试验组;C:对照组;J:家庭照顾者;A:健康教育;B:常规心理护理;RT:怀旧疗法;①:CBI;②:PAC;③:SAS;④:SDS;⑤:RSS;⑥:HADS;

⑦:ZBI;⑧:MM-CGL-SF。

表2  纳入文献质量评价

纳入研究
选择偏倚

随机序列生成 分配方案隐藏
实施偏倚 测量偏倚 失访偏倚 发表偏倚 其他偏倚 质量评价

宋娜等[6] 低偏倚 不清楚 高偏倚 不清楚 低偏倚 不清楚 低偏倚 B

WOODS等[7] 低偏倚 低偏倚 高偏倚 低偏倚 低偏倚 不清楚 低偏倚 B

蒋娟等[10] 不清楚 不清楚 高偏倚 不清楚 低偏倚 不清楚 低偏倚 B

潘茜等[11] 不清楚 不清楚 高偏倚 不清楚 低偏倚 不清楚 低偏倚 B

管细红等[12] 低偏倚 不清楚 高偏倚 不清楚 低偏倚 不清楚 低偏倚 B

张颖颖[13] 低偏倚 不清楚 高偏倚 不清楚 低偏倚 不清楚 低偏倚 B

梅咏霞等[14] 低偏倚 不清楚 高偏倚 不清楚 低偏倚 不清楚 低偏倚 B

肖艳林等[15] 低偏倚 不清楚 高偏倚 不清楚 低偏倚 不清楚 低偏倚 B

CHENG等[16] 低偏倚 不清楚 高偏倚 低偏倚 低偏倚 不清楚 低偏倚 B

许桂秀等[17] 低偏倚 不清楚 高偏倚 不清楚 低偏倚 不清楚 低偏倚 B

MEI等[18] 低偏倚 不清楚 高偏倚 低偏倚 低偏倚 不清楚 低偏倚 B

孙丽军[19] 低偏倚 低偏倚 高偏倚 低偏倚 低偏倚 不清楚 低偏倚 B

2.3 meta分析结果

2.3.1 怀旧疗法对家庭照顾者照顾负担的影响

9项研究[6-7,10,12-14,16,18-19]评估了怀旧疗法对家庭

照顾者照顾负担的影响,由于量表不一,因此使用

SMD法处理数值变量。异质性检验显示各研究间有

统计学异质性(P<0.1,I2=98%),采用随机效应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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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对meta分析效应尺度进行合并。结果显示,在减

轻家庭照顾者负担方面干预组各量表得分优于对照

组,干预后两组家庭照顾者照顾负担得分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SMD=-2.35,95%CI(-3.56,

-1.14),P<0.001],见表3。敏感性分析未发现对

合并效应量有较大影响的单项研究,结果较稳健。

2.3.2 怀旧疗法对家庭照顾者悲伤情绪的影响

2项研究[15,17]评估了怀旧疗法对家庭照顾者悲

伤情绪的影响。异质性检验显示各研究间无统计学

异质性(P>0.1,I2=0%),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
结果显示,在减轻家庭照顾者悲伤情绪方面干预组各

量表得分优于对照组,干预后两组家庭照顾者悲伤情

绪得分 比 较,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MD =-6.78,

95%CI(-9.29,-4.26),P<0.001],见表3。

2.3.3 怀旧疗法对家庭照顾者积极感受的影响

9项研究[6,10,12-18]测评了怀旧疗法对家庭照顾者

积极感受的影响。异质性检验显示各研究间有统计

学异质性(P<0.1,I2=90%),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分

析。结果显示,在提高家庭照顾者积极情绪方面干预

组各量表得分优于对照组,干预后两组家庭照顾者积

极感受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D=10.93,

95%CI(8.69,13.17),P<0.001],见表3。敏感性分

析发现不存在对效应量影响较大的单项研究,结果较

稳健。

2.3.4 怀旧疗法对家庭照顾者焦虑情绪的影响

2项研究[6-7]评估了怀旧疗法对家庭照顾者焦虑

情绪的影响。由于量表不同,所以用SMD法处理数

值变量。异质性检验显示各研究间有明显异质性

(P<0.1,I2=98%),故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分析。结

果显示,本研究中焦虑总体脱落率为24%,怀旧治疗

对家庭照顾者焦虑情绪无明显影响,干预后两组家庭

照顾者的焦虑情绪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SMD=-0.81,95%CI(-3.04,1.42),P=0.48],
见表3。由于纳入研究数量少,因此未进行敏感性

分析。

2.3.5 怀旧疗法对家庭照顾者抑郁症状的影响

3项研究[6-7,11]评价了怀旧疗法对家庭照顾者抑

郁症状的影响。由于量表不一,所以用SMD法处理

数值变量。异质性检验显示各研究间存在异质性

(P<0.1,I2=97%),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对meta分析

效应尺度进行合并。结果显示,本研究中抑郁总体脱

落率为22.2%,怀旧治疗对家庭照顾者的抑郁症状无

明显影响,干预后两组家庭照顾者的抑郁症状得分比

较,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SMD = -0.89,95%CI

(-2.40,0.62),P=0.25]
 

,见表3。敏感性分析未发

现对合并效应量影响较大的单项研究,结果较稳健。
表3  怀旧疗法对家庭照顾者照顾负担和情绪

   影响的 Meta分析

结局指标 MD/SMD(95%CI) P I2(%)

照顾负担 -2.35(-3.56,-1.14) <0.10 98

 宋娜等[6] -2.90(-3.51,-2.28)

 WOODS等[7] 0.18(-0.03,0.39)

 蒋娟等[10] -2.58(-3.17,-1.98)

 管细红等[12] -2.95(-3.68,-2.21)

 张颖颖[13] -4.42(-5.19,-3.65)

 梅咏霞等[14] -3.23(-3.91,-2.55)

 CHENG等[16] -1.33(-1.91,-0.75)

 MEI等[18] -3.26(-3.98,-2.54)

 孙丽军[19] -0.76(-1.36,-0.16)

悲伤情绪 -6.78(-9.29,-4.26) 0.99 0

 肖艳林等[15] -6.76(-10.01,-3.51)

 许桂秀等
 [17] -6.80(-10.78,-2.82)

积极感受 10.93(8.69,13.17) <0.10 90

 宋娜等[6] 12.17(9.75,14.59)

 蒋娟等[10] 9.23(6.71,11.75)

 管细红等[12] 12.59(10.47,14.71)

 张颖颖[13] 15.08(13.97,16.19)

 梅咏霞等[14] 13.26(11.14,15.38)

 肖艳林等[15] 7.89(5.07,10.71)

 CHENG等[16] 6.69(4.87,8.51)

 许桂秀等[17] 7.91(4.47,11.35)

 MEI等
 [18] 12.70(10.44,14.96)

焦虑 -0.81(-3.04,1.42) <0.10 98

 宋娜等[6] -1.96(-2.48,-1.44)

 WOODS等[7] 0.32(0.10,0.53)

抑郁 -0.89(-2.40,0.62) <0.10 97

 宋娜等[6] -2.26(-2.81,-1.72)

 WOODS等[7] 0.21(-0.01,0.42)

 潘茜等[11] -0.66(-1.24,-0.08)

2.3.6 发表偏倚

本研究各结局指标中,纳入文献数量均小于10
篇,可能会导致漏斗图检验效能过低,不能区分机遇

与真正的不对称,因此未进行发表偏倚分析[20]。

3 讨  论

3.1 怀旧疗法可减轻家庭照顾者照顾负担

本meta分析显示,怀旧疗法可减轻家庭照顾者

照顾负担。可验证刘艳存等[21]在其meta分析中关于

“怀旧疗法可减轻照顾者负担”的言论。究其原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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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可能是怀旧干预过程中的情绪改善对家庭照顾

者是一种良性影响,可减轻其照顾负担感受[14];另一

方面怀旧疗法可使家庭照顾者从积极的角度看问题,
不再认为照顾是负担,而是从中看到自己独特的价

值,从而在照顾过程中产生满足感,致其负担减轻[13]。
有研究证明,照顾负担主要与照顾者学历、年龄及经

济状况等相关[22],提示今后应对家庭照顾者进行个性

化怀旧干预,尤其对低学历、年老的家庭照顾者应充

分给与支持,以最大程度发挥怀旧疗法作用,减轻其

照顾负担。

3.2 怀旧疗法可减轻家庭照顾者悲伤情绪,提高其

积极感受

本meta分析显示,怀旧疗法可减轻家庭照顾者

悲伤情绪,提高其积极感受。这与PINQUART等[23]

在其meta分析中提到的“怀旧疗法可提高心理健康

水平、积极的幸福感等”这一结论相符。一个原因可

能是怀旧治疗会刺激大脑前扣带回皮层,从而增加人

的社会互动,使其获得社会支持,减少悲伤情绪,加强

愉悦感[24]。另一个原因可能是通过回忆以往成就和

照顾经验,有助于家庭照顾者提高自我价值感,使其

以更加积极的心态应对照顾过程[14]。同时由于家庭

照顾者的情绪会影响其生存质量及患者康复,因此,
建议医务人员、社区及家庭要重视家庭照顾者的心理

状况,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根据家庭照顾者具体情况

选择适当的怀旧干预形式、时间及内容,以更好减轻

其悲伤情绪,提高其积极感受。

3.3 怀旧疗法对家庭照顾者焦虑及抑郁情绪方面的

影响

本meta分析显示,怀旧疗法尚不能改善家庭照

顾者的焦虑、抑郁情绪,这与文献[25]报道不一致。
其原因可能包括:(1)本次纳入抑郁和焦虑分析的研

究总体脱落率较高,分别为22.2%和24%,这其中可

能存在高度抑郁、焦虑的家庭照顾者;(2)家庭照顾者

需花大量时间照料患者,还要兼顾其家庭责任甚至工

作,因此相比其他人群,其焦虑、抑郁情绪来源更为广

泛[26];(3)本研究中家庭照顾者的照护对象都是慢性

病患者,慢性病具有致残率高,病死率高等特点[27],家
庭照顾者可能难以从这种负性生活事件中走出来。

3.4 研究局限性
 

(1)国内外关于怀旧疗法应用于家庭照顾者的

RCT有限;(2)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章在其方法学上有

一定缺陷,如有研究未详细描述其产生随机序列的方

法,且只有少数研究提及分配隐藏情况和盲法。这些

因素会影响文献整体质量,从而产生偏倚风险;(3)怀

旧疗法在每项研究中的干预方式存在差异,这在一定

程度上会对纳入研究的同质性产生影响,可能会对结

果造成影响;(4)虽然本次 meta分析合并后样本量较

大,可充分表明怀旧疗法能减轻家庭照顾者照顾负担

和悲伤情绪,提高其积极感受。但纳入的大部分RCT
都是小样本,因此本研究结果,应谨慎使用。

综上所述,当前证据显示,怀旧疗法可减轻家庭

照顾者的照顾负担和悲伤情绪,提高其积极感受,但
对其焦虑和抑郁情绪无明显效果。此外,受纳入研究

数量及质量所限,上述结论仍需更多大样本、高质量、
严格实验设计的RCT予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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