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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性血透患者的心理状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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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研究我国血透患者的心理状况并进行针对性的心理治疗
。

方法 采用症状自评量表 (义 L gO
一

R )
、

多维

度健康状况心理控制源量表 (M H L C )
、

艾森克个性问卷 (EP Q )及终末期肾脏病 (E S RD )患者专用的生活质量表对北

京六个医院透析中心的 92 名维持性血透患者进行了心理状态的研究
,

并与美国及加拿大相同的研究进行了比较

分析
。

结果 本组的血透存在着抑郁
、

焦虑
、

恐怖等心理障碍
,

出现心理障碍的比例显著高于美国同类患者 ( 尸 <

0 0 1 )
,

且焦虑的发生率高于美国同类患者 ( 尸 < 0
.

0 1 )
。

这些障碍与 M HL C 中机遇项分 ( C E D )显著相关 ( 尸 <

0
.

0 1 )
。

EP Q 中神经质项分高者倾向于发生抑郁
、

焦虑等心理障碍
。

本组的血透患者客观生活质量较加拿大同类

患者低 ( 尸 < 0
.

0 1 )
,

但在总的生活满意度上没有显著性差异
。

生活质量与心理及躯体因素均呈显著相关
,

心理障

碍与躯体症状也显著相关 ( 尸 < 0
.

0 1 )
。

结论 本组的血透患者心理状态与美国加拿大同类患者相比既有相同之

处
,

又有特殊之处
。

我们应该兼顾病人的躯体和精神两方 面的健康
,

努力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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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对维持性血透患者心理卫生 的研

究却远落后于国外经济发达国家
,

如美国
、

加拿
。

为了系统地 了解我 国血透患者的心理状
,

开展针对性的心理治疗
,

我们进行了该项研

态大究

我国使用血液透析治疗慢性尿毒症 已经二

作者单位
: 1仪旧3 4 北京 医科大学第一医 院肾内科 (刘群

、

王梅
、

王海燕 )
,

医学心理学教研室 (李心 天
、

张苏
范

、

吴任刚 ) ;海军总医 院透析中心 (同 月仙 ) ; 酒

仙桥医院透析中心 (石威 ) ;3 0 4 医院透析中心 (李
冀军

、

宋岩 ) ; 7 2 6 医院透析室 (任之翔 ) ; 2 6 2 医 院

透析室 ( 田希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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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和方法

挑选北京 6 个 医院透析 中心的 92 名维持

性血透患者参加该项研究
。

男 54 例
,

女 38 例
。

年龄 2 0一 7 8 岁
,

平均 51 岁
。

透析时 间 1 一 87

个月
,

平均 2 3 个月
。

受教育时间 5一 14 年
,

平

均 9
.

5 年
。

我们采用了与美国加拿大同类研究一样的

心理测试量表以及终末期肾病 ( E S R I ) )患者专

用的生 活质量 表叫
,

对 患者 进行 了调 查和评

估
,

并与同类资料进行 了比较分析
。

心理测试

量表包括
:
( 1) 症状 自评量表 ( sc 卜90

一

R )川
:
含

有 9 0 个问题
,

该表被广泛用来评判各种群体的

心理状态 ; ( 2) 多维度健康状况心理控制 源表

(M H L )C z[] : 包括 18 个问题
,

3 方面 的内容
,

即

内控性项
、

有影响的人士项和机遇项 (相信健康

由命运 或机遇决定 的程度 )
,

反 映了患者 对疾

病
、

自我健康的认知和控制力
,

用于分析患者产

生心理障碍 的有关原 因 ; ( 3) 艾森克个性 问卷

〔E尸Q )[
3〕 : 为描述人格特征的 自我评定问卷

,

由

神经质
、

内外向个性
、

精神质和掩饰倾向 4 方面

组成
,

可以 了解患者的个性特征与心理状况之

间的关系
。

生活质量表包括 4 方面 内容 : 症状

得分
、

情 感得分
、

客观生 活质量和预测生 活质

量
。

将量表结果进行统计学处理
,

资料用均数

士标准差 ( 壬士
:
)表示

,

连续性数据及率的 比

较分别采用 t 检验和卡方检验
,

对心理 因素的

各方面与 M H L C
、

E PQ 及生活质量表 中各 因子

均作相关分析
。

一项心理因子分超过 阳性标准
,

其中 14 例表现

为焦虑 ( 1 5
.

3% )
,

1 1 例 出现抑郁 ( 1 2 % )
,

14 例

出现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心理障碍 ( 15
.

4% )
。

与

美加的研究 t s 〕比较
,

出现心理障碍的患者 比例

高于美加同类患者 ( 尸 < 0
.

0 1 )
,

突 出表现为焦

虑的 比例高 ( 尸 < 0
.

01 )
,

躯 体症状 多 ( 尸 <

0
.

0 1 )
,

见表 1
。

表 l 血液透析患者心理障碍状况

心理状况 国内 (% ) 美加 (% ) P 位

躯体症状

焦虑

抑郁

敌对

恐怖

强迫

精神症状

人际关系敏感

偏执

< 0
.

0 1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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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M H L C 表 的结果 我 们的 血透 患者
“

有影响的人士
”

项较健康对照组分值高 ( 尸 <

0
.

0 1 )
,

说明血透患者 比健康对照组更相信自己

的健康 由
“

有影响的人士
”

(如医生等 )决定
,

这

一点与美加的研究囚一致
。

本组病 例机遇项

分值与对照组相 比无显著性差异
,

而美加血透

患者机遇项分值较其正常对照组高
,

见表 2
。

结 果

一
、

心理状况 34 例患者 ( 39
.

5 % )至少有

表 2 多维度健康状况心理控制源表结果 (M H L C ) (妥 土 、
)

项目 国内血透患者 国内正常对照 尸 值 美加血透患者 美加正常对照 尸 值

2 1
.

7 2 上5
.

0 1 2 3
.

8 6士 9
.

6 3

15
.

4 5 上 3
.

9 9

2 2
.

7 7 士 4
.

8 2

> 0
.

0 5 2 5
.

9 4 士 6
.

5 5

1 5
.

0 8士 5
.

3 1 > 0
.

0 5 2 0
.

7 1士 7
.

8 6 < 0
,

0 1

25
.

2 3 士 4
.

3 4 < 0
.

0 1 2 6
.

4 9 士 6
.

8 4

25
.

55 土缺

16
.

2 1士缺

19
.

16 土缺 < 0
.

0 1

注 : I H LC 代 表内控性项
,

口
~

几 C 代表机遇项
,

1
〕
HLC 代表有势力的他 人影响



三
、

关于个性特征
、

健康控制源和心理障碍

的相关分析 情绪不稳定项与每一种心理障碍

均呈显 著正相关 ( 尸 < 0
.

01 )
,

精神质项 与敌

对
、

偏执呈显著正相关 (分别
r 二 0

.

2 691 及 r

二 0
.

261 6
,

尸 值均小于 0
.

0 1 )
,

有影响的人士项

及内控性项与各种心理障碍无显著相关
,

机遇

项与每一种 心理障碍均呈 显著正相关 ( 尸 <

0
.

01 )
,

受教育的时间与机遇项呈 显著负相关

(
: 二 一 0

.

305 4
,

尸 < 0
.

0 1 )
,

即受教育时间越

短
,

越相信健康由命运或机遇决定
,

这一结果与

美加研究一致
。

四
、

与美加 同类患者〔7〕相 比
,

我们的血透

患者主诉疲劳
、

搔痒
、

失眠
、

头痛
、

恶心的比例高

( P < 0
,

01 )
,

客观生活质量低 ( 尸 < 0
.

01 )
,

但

总生活满意度无显著性差异
,

见表 3
。

析治疗的患者是尿毒症患者中的幸运者
,

对生

活期望值的总体水平偏低 以及中国的传统
、

家

庭等因素有关
。

可见
,

对生活的满意度是一相

对的评定
,

并非躯体因素决定患者的全部情感

状态
,

我们可以通过改变患者的认识
,

使他们能

在愉快的心境下生活
。

另外
,

我们研究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是

患者对心理学调查存在着抵触和轻视
,

认为
“

没

有什么用
” 。

这可能有两方 面的原因
:
( l) 心理

学研究的现状与患者的需求不相适应
。

患者所

关注的是研究能否给他们带来益处
,

帮助他们

解除痛苦
。

但长期以来 心理学研究得 不到重

视
,

或只有心理研究而没有心理治疗
,

病人没有

从中受益
。

( 2 )长期 以来旧 的传统观念视心理

障碍或精神病态为不光彩的事情
,

因此
,

对心理

学研究的抵触和轻视体现着一种文化特征
。

表 3 生活质量表中各项 目与美加患者比较 (二士
,

)

项 目 国内血透患者 美加血透思者 尸值

参 考 文 献

情感得分

生活满意度

一般情感指数

健康指数

K

~
fs 啼评分

客观生活质量

5 0
.

3 9 土 6
.

8 6 5 1
.

9 0 士 7 2 7

12 士 1
.

6 1 4
.

9() 士 1
.

2 1

4
.

8 1 士 1
.

8 8 5
.

10 士 1
.

2 1

10
.

4 4士 3
.

1 1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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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4

2
.

19士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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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4 2
.

3 0 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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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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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土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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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士 1
.

2 1 < 0
.

0 1

讨 论

许多研究采用不同的心理评估手段均证明

了在透析患者中心理 障碍发生率是高的 8[, 9〕
,

而且心理 障碍与躯体症状 密切相关 v[]
。

我们

的血透患者产生心理障碍的比例高于美加同类

患者
,

这可能与经济条件
、

透析治疗本身等多种

因素有关
。

而无论是生活质量还是躯体症状都

与心理因素存在着相关性
。

有兴趣 的是
,

与美

加同类患者相 比
,

尽管我们的血透患者心理障

碍多
,

客观生活质量低
,

但在总的生活满意度上

没有显著性差异
。 ,

这可能与我国能长期进行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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