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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皮冠脉介入术和冠脉搭桥术术后再发胸痛的冠心病患者

与正常群体的心理健康状态比较

梁金锐 , 刘卫芳 , 南 芳 , 王 力

�摘要  目的 探讨经皮冠脉介入术 (PCI ) 和冠脉搭桥术 (C A BG ) 术后再发肺痛的冠心病患者与正常

群体心理健康状态的差异 , 为进一步制定针对这些患者的心理康复计划提供指导 !方法 以中国人身心健康综合

评估与诊断系统中的心理健康部分为测评工具 , 时40 例住院治疗的PCI ∀C A BG 术后再发胸痛的冠心病患者 (冠

心病组) 和46 例健康成人 (正常时照组) 进行刚查! 结果 冠心病组与正常对照组的负性情绪#(5.0士3.4) 分

vs. (3.3士3 .6) 分] ∀认知功能[ (15.1士9.5) 分vs . (10.8士7.9) 分]及自我评价[ (13.1士7.6 ) 分vs. (9.8士5 4 ) 分]
得分比较,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 ) !结论 PCI ∀ CA BG 术后再发胸痛的冠心病患者的心理健康状态相
对较差 , 主要存在的问题 包括更多的负性情绪 ∀ 减药的认知功能和较低的自我评价 !在制定冠心病患者的综合康

复计划时 , 需要有针对性地加入心理干预的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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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是目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要疾病 , 是导致死亡的

%主要杀手 &之一 !冠心病已被确定为一种常见的心身疾病 ,

其产生 ∀ 发展 ∀ 转归与心理和行为问题存在紧密的关系11一21 !一

方面 , 心理社会因素是冠心病的重要致病和诱发因素. 另一方

面 , 催患冠心病后其对个体的心理活动和社会功能也会产生消

极的影响卜习!研究表明 , 心脏病患者在情绪 ∀心理 ∀生活质

量等方面与正常群体存在差异 , 表现出更多的负性情绪 ∀ 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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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质量和社会适应性卜7] !近年来 , 随着生物医学技术的

发展与进步 , 许多冠心病患者接受了经皮冠脉介人术 (P CI )

和冠脉搭桥术 (C A B G ) , 这些冠心病患者的生存率有了显著

的提高 , 但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康复情况仍然不甚理想 , 部分患

者术后再发胸痛的原因为心因性 , 他们反复就诊 , 重复冠脉造

影, 不但增加了经济负担 , 而且还占用了大量的医疗资源 , 若

处理不当甚至会引起医疗纠纷 !鉴于冠心病实质上是一种心身

疾病 , 许多学者极力呼吁对冠心病患者进行生物学治疗的同时

也应进行心理学的干预 , 并建构整合生物一心理一社会治疗和干

预计划 !要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干预 , 首先需要了解冠心病患

者的心理健康状态究竟如何!尽管先前也有不少研究对冠心病

患者的心理健康状态进行了考察[2一习, 但这些研究均只关注到

了心理健康的某一个方面 , 缺乏对冠心病患者的心理健康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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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系统而全面的考察 !本研究采用最新开发的中国人身心健

康综合评估与诊断系统中的心理健康部分来系统而全面地考察

PCI ∀ C A B G 术后再发胸痛的冠心病患者的心理健康状态 , 以

期为进一步制定针对冠心病患者的综合康复计划提供信息支持

和指导 !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选取2007年10 月一2008年10 月就诊于我院的

表 1 冠心病组与正常对照组的心理健康状态比较 (万士s, 分)

   Ta b le 1 C om Pari son ofm enta lhealth eondi tion be幻邵 een eoro n ary heart

 dis ease gr oup 助  d con tr ol gr ouP

组别 例数 正性情绪 负性情绪 认知功能 行为问题 自我评价

PCI ∀CA BG 术后再发胸痛的冠心病患者40 例为冠心病组, 其

中男25人 , 女15人 ; 年龄40一79岁 , 平均 (67上10) 岁; 文化

程度: 小学及以下14 人 , 初中14 人 , 高中5人 , 职高或中专3

人 , 大学本科4人 !排除合并脑血管意外 ∀恶性肿瘤的患者 ,

排除有精神病史或严重认知功能障碍者 !选取社区健康市民46
例为正常对照组 , 其中男27 人 , 女19 人 , 年龄44一80 岁 , 平均

(67士9岁) ;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2人 ∀初中8人 , 高中17

人, 职高或中专14 人 , 大学本科4人 , 未报告l人 !

1.2 方法 本研究主要的测量工具是张建新等最近开发的中

国人身心健康综合评估与诊断系统中的心理健康部分[8] !该部

分从正性情绪 ∀负性情绪 ∀认知功能 ∀行为问题以及自我评价
等5个方面对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了测查 !该系统为自评

量表 , 采用5级评分 , O分, 从来没有; l分, 偶尔. 2分二有时;

3分=经常; 4分气总是 !初步的研究结果显示该系统具有很好的

信度和效度[s] !
本研究所使用的各分量表如下所示 : (l) 正性情绪分量

表:该分量表包括6种正性情绪 , 要求被试者根据自身近3个月

来的情况对这些情绪的体验频率做出反应 !分数越高 , 代表状

况越好 ! (2) 负性情绪分量表 : 该分量表包括6种负性情绪 ,

要求被试者根据自身近3个月来的情况对这些情绪的体验频率

做出反应 ! (3) 认知功能分量表 : 该分量表包括12 个项目,

主要反映的是个体感知觉 ∀注意 ∀记忆 ∀思维等主要认知功能

上的变化 , 要求被试者根据自身近3个月来的情况做出反应 !
(叼 行为问题分量表: 该分量表主要涉及13 种常见的行为问

题 , 要求被试者根据自身近3个月来的情况做出反应 ! (5) 自

我评价分量表: 该分量表包括8个项目, 主要涉及个体的自信和

自我效能感 , 要求被试者根据自身近3个月来的情况做出反应 !

5个分量表单独计分 , 以反映心理健康状态的不同方面!除正性

情绪分量表外 , 其他分量表均为分数越高 , 代表状况越差 !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n .5统计软件录入数据并建立数

据库 , 计量资料以 仅士s) 表示 , 采用脸 验 !以尸< 0. 05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2 结果

冠心病组的负性情绪 ∀ 认知功能及自我评价得分与正常对

照组比较 ,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 ) ; 冠心病组的正

性情绪和行为问题得分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 扭) 0.05 , 见表l) !

3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 , 冠心病患者的心理健康状态相对较差 ,

主要存在的问题包括更多的负性情绪 ∀减弱的认知功能和较低

的自我评价 !

本研究发现 , P C I∀ C A B G术后再发胸痛的冠心病患者会

冠心病组 40

正常对照组 46

14 .5 士 5 .1 5 .0 土 3 .4 15 .1士 9 .5 9 .6 土 7 5 13 .1士7 .6

13 8 士5 2 3 ,3 士3 ∀ 6 10.8 士 7 9 8 7 士4 8 9名士5 ∀4

暄

P值

   0.66 3 2.284 2.315 0 石94 2 ,342

    0.509 0.02 5 0.02 3 0 .490 0 ∋022

体验到更多的负性情绪 , 这与先前的研究结果卜5]是一致的!情

绪是一种复杂的心理活动 , 它不仅涉及人类的心理功能 , 也涉

及了人类的生理活动, 特别是心血管系统的活动阳 &], 如Gro ss
等11 ∃]的研究发现 , 当个体体验到负性情绪时心输出量会明显增

高 , 同时外周血管的阻力也会增强 , 会增大心脏的负荷 !长期

的高强度的负性情绪体验会对个体的心功能产生严重的负性

影响!因而有很多学者认为负性情绪在冠心病的发生 ∀发展

和转归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l一2] !本研究发现 , 虽然PCI ∀

C AB G 术后再发胸痛的冠心病患者会体验到更多的负性情绪 ,

但其体验到的正性情绪却并未减少 !该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支

持了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是两个独立的维度[l2l , 也表明PCI ∀

C A B G 术后再发胸痛的冠心病患者并非是情绪功能的整体下

降 !

本研究结果表明 , PCI ∀ C A B G 术后再发胸痛的冠心病患

者的感知觉 ∀注意 ∀记忆 ∀思维等功能较正常人差 , 自我评价

也比较低 !这种认知功能的减退可能与心功能减弱所导致的脑

部供血不足有关 , 同时与患者因患病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有益

的脑力活动也有一定的关系!冠心病患者表现出更低的自信和

自我效能感 , 与以往研究发现冠心病患者具有较多负性自我概

念的结果是一致的I6J !这种过低的自我评价可能与患者自我觉

察到的个人的工作能力和社会胜任力下降有关 , 这种负性的自

我评价会促使个体产生负性的情绪体验 , 进而会恶化冠心病的

病情 , 影响其康复或反复发作胸痛 !

总的来说 , 本研究发现PCI ∀ C A B G术后再发胸痛的冠心

病患者存在着多方面的心理健康问题 , 这些心理健康问题尽管

相互独立 , 但也会相互影响 , 因而在制定针对冠心病患者的综

合干预和康复计划时 , 不仅很有必要将心理干预整合在其中,

还需要注意从多个方面进行干预 , 以期全面提高患者的生活质

量和康复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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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关于儿童肺炎并发心力衰竭的原因, 多年来认为有两点:

肺炎缺氧引起的肺动脉高压和肺炎患儿因缺氧及病原体毒素

对心肌造成的直接损伤 !但目前学术界仍有争议 , 少数学者认

为, 婴幼儿肺炎很少并发心力衰竭 , 重症肺炎合并心力衰竭所

出现的临床症状往往为单纯肺炎所致13一41 !重症肺炎时的严重

缺氧可使患儿出现烦躁 ∀ 紫维 ∀ 多汗 ∀ 呼吸和心率增快 . 肺气

肿可使心音遥远 ∀肝脏下移; 肺炎严重时可使患儿肝脏肿大 ,

同时食欲减退 ∀呕吐 ∀腹泻导致脱水 , 患儿可出现血容量不足

表现 , 肢端发冷 , 皮肤苍白 , 缺氧亦可引起抗利尿激素分泌异

常 , 患儿出现水肿 !因此 , 不能单凭临床症状诊断肺炎心力衰

竭l,]!

脑钠素是继心钠素后利钠肤系统的又一成员 , 主要在心室

合成 , 在心室负荷过重或心室扩张时分泌增加 , 因此对反映心

室功能改变更敏感 ∀更具有特异性 !国外有资料显示 , 在成人

心力衰竭 ∀心肌梗死 ∀扩张型心肌病等疾病中血浆脑钠素水平

明显升高 , 且与心力衰竭严重程度关系密切 , 可用于诊断多种

疾病引起的左心室衰竭降8] !

本研究结果表明 , 两组重症肺炎患儿血清脑钠素水平明显

升高 , 提示重症肺炎确实可并发心力衰竭; 且重症肺炎合并器

质性心脏病患儿的血清脑钠素水平明显高于重症肺炎无心脏病

患儿 , 提示合并心脏病的患儿于肺炎期更易导致心力衰竭 , 临

床上应予以重视 !有研究表明 , 血肌钙蛋白I水平与心力衰竭

严重程度呈正相关 , 可作为心力衰竭的病情监测指标 , 评估小

儿急性心力衰竭时心肌损伤的程度l0] !但在本研究中, 重症肺

炎无器质性心脏病患儿与轻型肺炎患儿 ∀对照组比较 , 血肌钙

蛋白I水平和LV E F均无明显差异; 故推测在肺炎期虽已出现呼

吸困难等症状 , 但心功能尚在代偿范围之内 , LV EF可无明显

下降 , 且感染 ∀缺氧致心肌损伤轻较 , 释放的血肌钙蛋白I量

较少 , 故血清水平较低 , 临床检测往往呈阴性!
本研究中血清脑钠素诊断心源性呼吸困难 , 其RO C 曲线

下面积达0 .858 , 表明脑钠素对儿童心源性呼吸困难有鉴别诊

断价值 !脑钠素在39 .85 林g/L 时 , 约登指数 ∀ 灵敏度 ∀ 特异

度等各项诊断指标均明显优于血肌钙蛋白I ∀ LV E F , 与国外

Ko uloui等汇,0]研究结果相一致 !
综上所述 , 血清脑钠素水平可反映肺炎患儿的心功能变

化 , 且脑钠素诊断价值优于血肌钙蛋白I ∀ L v E F , 不失为一项

判断儿童肺炎心力衰竭客观而可靠的实验室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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