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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感染患者因免疫力逐渐降低更容易

发生机会性感染和肿瘤!食管癌在 $"%& 患者中也

会越来越多见!而食管癌根治术仍是最主要治疗手

段!手术过程撕裂气管虽然罕见!但在这种紧急情况

下!高频喷射通气提供了一种安全可行的呼吸管理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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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社会支持(婚姻质量与产妇配偶产后抑郁状况的关系" 方法(采用爱丁堡产后抑

郁量表%W[%&&(社会支持量表%&&3&&(R/7.2婚姻质量问卷%W\3";!&对 FHH 例产褥期的产妇配偶进行调查"

结果(FHH 例产妇配偶产后抑郁发生率为 'J]G^" 抑郁组在客观支持(支持利用度评分及总分显著低于非抑

郁组%!_H]H'&" 两组婚姻满意度(与亲友的关系差异有统计学意义%!_H]HG&" 社会支持总分及其中的主

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和婚姻质量各因子与抑郁评分呈负相关%!_H]HG&!逐步回归分析显示!支持的利用

度(与亲友的关系是产妇配偶产后抑郁的影响因素" 结论(产妇配偶产后抑郁发生率较高!支持的利用度!与

亲友的关系是影响产妇配偶产后抑郁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产后抑郁症)(影响因素)(产妇配偶)(发生率

((!中图分类号"(3T'<]<J(!文献标识码"(L(!文章编号"('JT< IESHJ#FH'S$HG IH<DT IH<

((B.A%'H8EDJD à8A7728'JT< IESHJ8FH'S8HG8FS

((现代社会职场压力大!竞争激烈!越来越多的产

妇配偶在孩子出生后!出现产后抑郁症状!经研究发

现!产妇以及配偶的抑郁不仅仅影响自身!而且容易

相互影响!对儿童早期的认知(行为和情感也会产生

*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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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的影响#' bE$

" 本研究旨在探究社会支持(婚姻

质量对产妇配偶产后抑郁状况的影响!为以后进一步

采取干预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对象与方法

!#!"对象"选择 FH'GXH'XH' bFH'JX'FXE' 在广西

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产科分娩!于 <H b<F B 回

院复查产妇的配偶为调查对象" 采用统一指导语说

明填写要求!独立完成!当场收回" 共发放问卷 F'H

份!收回有效问卷 FHH 份!有效回收率为 DG]F<^"

!#$"纳入标准"分娩的新生儿为足月(单胎(健康)

产妇配偶本人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能理解问

卷内容!独立完成问卷)愿意参加该项调查"

!#%"排除标准"%'&产妇配偶患有精神疾病%包括

精神障碍病史!服用可影响精神活动的药物&或智

力障碍" %F&产妇为多胎妊娠" %E&产妇有严重妊

娠合并症(并发症" %<&产妇有产后出血及产后合

并高血压(心脏病等严重内科疾病"

!#&"研究方法(采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W[%&&(

社会支持量表%&&3&&(R/7.2婚姻质量问卷%W\3";!&

对 FHH 例产褥期的产妇配偶进行调查" %'&W[%&'

此量表是;.Q等于 'DST 年编制成!该问卷最初是应

用于产后妇女抑郁的研究!有研究表明对于产妇配

偶产后抑郁的筛查!W[%&有 SD]G^的灵敏度和 TS]F^

的特异度!评分
!

'H 分就需要考虑进一步临床和精

神评估#<$

" 该量表分为 < 个等级!H 分为从未!' 分

为偶尔!F 分为经常!E 分为总是" 各项目得分累加

即为量表总分!得分范围为 H bEH 分!分数越高!说

明抑郁程度越严重" 41A等#G$的研究提示对于中国

父亲来说评分
!

'H 分的起评分整体阳性预测值为

GT^!阴性预测值为 DD^" 因此!根据本课题的研

究需要!用总分为 'H 分作为筛查产后抑郁患者的临

界值" %F&&&3&'本量表是肖水源等心理卫生工作

者在借鉴国外量表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

于 'DSJ 年设计编制的!'DDH 年又根据使用情况进

行了小规模修订" 量表从社会支持与身心健康的关

系为理论指导!根据被测者的社会支持情况!检测个

体在社会生活中得到心理支持的程度!以及对支持

的利用情况" 问卷共 'H个条目!包含客观支持%E条&(

主观支持%< 条&和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E 条&三个

维度" 每个条目由低到高分为 < 个等级" 总分 <H

分!即 'H 个条目计分之和" 分数越高!社会支持度

越高!一般认为总分
"

FH 分为获得社会支持较少!

FH bEH 分为具有一般社会支持度!EH b<H 分为具有

满意的社会支持度" 客观支持分为 F(J(T 条评分之

和)主观支持分为 '(E(<(G 条评分之和)对支持的利

用度为第 S(D('H 条评分之和" %E&W\3";!'此问

卷由美国明尼苏达大学 R/7.2 教授等于 'DS' 年编

制!用以判断婚姻的满意程度!识别婚姻的冲突所

在" 内容包括过分理想化(婚姻满意度(性格相融

性(夫妻交流(解决冲突的方式(经济安排(业余活

动(性生活(子女和婚姻(与亲友的关系(角色平等性

及信仰一致性共 'F 个因子" 根据研究需要选取其

中的婚姻满意度(子女和婚姻(与亲友的关系三个因

子!检测夫妻对婚姻的满意度!养育子女的态度及与

亲友的关系" 评分越高满意度越高!关系和谐"

!#'"统计学方法"应用 &[&&FF]H 统计软件对数据

进行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c标准差%

#

"c#&表示!组

间比较采用$检验!多因素分析中!以 W[%& 评分作

为因变量!社会支持及婚姻质量评分为自变量进行

逐步回归分析!!_H]HG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产妇配偶一般情况及产后抑郁症发生情况"

本研究共发放 F'H 份调查问卷!FHH 例调查问卷为

有效问卷!产妇配偶平均年龄%EH]TJ cE]JT&岁)

GD^具有本科以上学历)JJ]G^为计划妊娠)F']G^

有照顾婴儿的经验)FD^参加过孕妇学校的学习"

按照W[%&评分!

!

'H 分者为产后抑郁组! _'H 分

者为产后非抑郁组!

!

'E 分者为产后严重抑郁组"

FHH 例产妇配偶在产后 <F B有产后抑郁症 EE 例!发

生率为 'J]G^!其中严重产后抑郁症患者有 S 例!发

生率为 <]H^!产后抑郁量表得分为%'F]F< cF]EF&分"

$#$"产妇配偶产后抑郁组与产后非抑郁组的社会

支持比较"两组客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及社会支持

总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_H]HG&)主观支持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dH]HG&" 见表 '"

表 '(产后抑郁组与产后非抑郁组社会支持比较!"

#

"c##$分%

组(别 例数 客观支持 主观支持 支持利用度 社会支持总分

产后抑郁组( EE S]'F cE]DE FG]FT c<]JG T]'S c']E' <H]GS cT]JF

产后非抑郁组 'JT D]SH cE]'F FJ]H< c<]<J S]FE c']SD <<]HJ cT]HD

$ I F]JDG H]SD' E]HE< F]G<T

! I H]HHS H]ET< H]HHE H]H'F

$#%"产妇配偶产后抑郁组与产后非抑郁组的婚姻

质量比较"两组婚姻满意度(与亲友的关系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_H]H'&!两组子女和婚姻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dH]HG&" 见表 F"

$#&"产妇配偶产后抑郁与社会支持和婚姻质量的

相关性分析"社会支持中的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

用度(社会支持总分和婚姻质量各因子与抑郁呈负

相关%!_H]HG&" 见表 E"

*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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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产后抑郁组与产后非抑郁组婚姻质量比较!"

#

"c##$分%

组(别 例数 婚姻满意度 子女和婚姻 与亲友的关系

产后抑郁组( EE EF]ED c<]GD EE]J cJ]TS EF]SS cJ]TE

产后非抑郁组 'JT EJ]H' cJ]E' EG]< cJ]ES EG]SE cJ]HF

$ I E]'EF ']<ST F]G'D

! I H]HHF H]'ED H]H'E

表 E(产妇配偶产后抑郁与社会支持和婚姻质量的相关性分析

项(目
抑郁状况

% !

客观支持(( IH]'G' H]<HF

主观支持(( IH]<<' H]H'H

支持利用度( IH]<'J H]H'J

社会支持总分 IH]<'S H]H'G

婚姻满意度( IH]EDE H]HFE

子女和婚姻( IH]<'D H]H'G

与亲友的关系 IH]<JG H]HHJ

$#'"产妇配偶产后抑郁多元回归分析"以 W[%&

评分作为因变量!社会支持及婚姻质量评分为自变

量进行多元逐步线性回归分析" 见表 <"

表 <(产妇配偶产后抑郁影响因素多元回归分析"& eFHH#

影响因素
!

'( 标准化
!

$ !

与亲友的关系 IH]'TT H]HEJ IH]EEH I<]DF< H]HHH

支持利用度( IH]FJ' H]'F' IH]'<G IF]'GT H]HEF

(注')eH]ESJ!*e'T]FHD!!eH]HHH

%"讨论

%#!"产妇配偶产后抑郁发生状况"本研究中产妇

配偶产后抑郁的发生率为 'J]G^!高于国际范围内

的总体估值%'H]<^&

#J$

!与国内使用量表进行评

价!产后抑郁发生率总体估值%'J]S^&的研究结果

相一致#T$

" 这表明地区文化差异(人群的选取(样

本量的大小都有可能导致发生率的不同"

%#$"社会支持对产妇配偶产后抑郁的影响"社会

支持是指社会各方面包括家庭(亲属(朋友(党团等

个人或组织所给予的精神或物质上的帮助和支援#S$

"

它对身心健康有显著的影响" 良好的社会支持能增

强个体对不利环境的耐受(应对和脱离的能力#D$

"

M.?等#'H$的研究结果显示!缺乏社会支持以及狭隘

的人际关系网络为产妇配偶产后抑郁发生的重要因

素" 社会支持量表由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支持利

用度 E 个维度组成!每个维度在促进产妇配偶心理

健康方面均具有重要作用#''$

" 本研究结果显示产后

抑郁组社会支持总分低于产后非抑郁组%!_H]HG&"

社会支持总分及其中的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

与抑郁评分呈负相关%!_H]HG&" 表明社会支持与

产妇配偶产后抑郁的发生可能有一定的关系" 进一

步的回归分析发现!对支持的利用度进入回归方程"

原因可能为一方面产妇配偶在小孩出生后!将绝大

多数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小孩身上!同时由于各方

面的花费增多!生活负担加重!导致社交活动减少(

获得的社会支持的来源减少!其支持利用度相对降

低" 另一方面与中国男性坚强独立的性格有关!遇

到困难以后!虽可获得支持!但常拒绝别人的帮助!

认为靠自己也能解决问题"

%#%"婚姻质量对产妇配偶产后抑郁的影响"国外

的研究结果提示产妇配偶如产后夫妻关系不佳(婚

姻满意度差则有可能经历产后抑郁症状#'F$

" 本研

究显示婚姻质量各因子与抑郁评分呈负相关%!_

H]HG&" 说明婚姻质量与产妇配偶产后抑郁的发生

有关" 而与亲友的关系是预防产妇配偶产后抑郁发

生的因子!入选回归方程" 在我国!产褥期照顾产

妇(整理家务(帮助产妇照顾婴儿以及为她们提供直

接的物质帮助等!除了丈夫以外主要由父母(亲友协

助" 在这一时期!儿媳和婆婆因为生长的文化背景

不同!易在自主(尊重(养育子女等观念上存在严重

对立!而出现婆媳不和" 产妇配偶如果处理不好她

们之间的关系!容易导致夫妻关系出现恶化!家庭生

活受到严重影响!而出现不良心境"

综上所述!对于产妇配偶来说产褥期是一个迫

切需要得到指导的时期!以在家庭生活中兼顾好

+父亲,与+丈夫,两种角色" 我们应提供整体的帮

助!从医疗护理(社会和家庭多方面对产妇配偶给予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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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护理干预对高血压脑卒中出院患者

治疗依从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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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延续护理干预对高血压脑卒中出院患者治疗依从性的影响" 方法(选择 FH'JXHG b

FH'TXHG 在河源市人民医院出院的 ''H 例高血压脑卒中患者!出院前通过抽签的方式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观察

组!各 GG 例" 对照组给予常规出院指导!观察组给予出院后电话随访(微信随访(家庭访视等延续护理方式对

饮食(运动(用药(心理等进行干预" 从饮食(运动(用药依从性(疾病复发情况(生活质量等方面对两组患者的

干预效果进行比较" 结果(观察组出院后运动依从性(饮食依从性(用药依从性方面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_H]HG&)观察组疾病复发率为 ']SF^!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J]EJ^%!_H]HG&)观察组各项生活

质量得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_H]HG&" 结论(对高血压脑卒中患者出院后实施延续护理!可提高患者用

药(饮食和运动的依从性!降低患者出院后的疾病复发率!提升其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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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是临床上最为常见的慢性病!我国目前

的高血压患病人数已经达到 E 亿以上!且以每年近

' HHH 万的人次在不断增长" 患者长期处于高血压

状态下!身体各器官会发生病变!其中以脑卒中最为

常见" 国内有文献#'!F$报道!高血压脑卒中治疗后 G

年内的复发率达到 EH^以上!对患者的生存质量造

成了严重影响!同时也说明患者治疗出院后仍需要

接受系统化的干预和治疗" 本次研究选择在河源市

人民医院接受治疗后出院的 ''H 例高血压脑卒中患

者作为研究对象!旨在探究延续护理干预对高血压

脑卒中出院患者治疗依从性(疾病复发率及患者生

活质量的影响!报告如下"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选取 FH'JXHG bFH'TXHG 在河源市

人民医院接受治疗的 ''H 例高血压脑卒中患者为研

究对象!在患者出院前通过抽签的方式将其分为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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