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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住院脑卒中患者焦虑现状及影响因素，为临床护理干预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

法 , 选取 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12 月在河南省某三级甲等医院神经内科住院的 351 名脑卒中患者。采用简易精

神量表 (MMSE)、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 (MoCA)、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HDMA)、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D)、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量表 (ADL) 进行调查。结果  住院脑卒中患者焦虑发生率为 64.1%，构建模型拟合度良好 (R2
为 0.72)。单因素分析，女性、无配偶、抑郁、生活活动能力低是焦虑的高危因素，认知功能是焦虑的保护因素。

多因素分析 , 认知功能和抑郁是焦虑的独立影响因素 (P=0.000~0.010)。结论  住院脑卒中患者焦虑发生率高，

护理人员应重点关注女性、无配偶、认知程度低、生活活动能力低、有抑郁倾向的患者，开展早期评估、早期

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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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anxiety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ospitalized 
stroke patients,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clinical nursing intervention. Methods  351 stroke patients 
hospitalized in the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of a class Ⅲ class a hospital in Henan Province from April 
2020 to December 2021 were selected by convenient sampling method. MMSE, MoCA, HDMA, HAMD and 
ADL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anxiety in hospitalized stroke patients was 64.1%, 
and the fitting degree of the model was good (R2 was 0.72). Un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women, no 
spouse, depression and low ability of living activities were the high-risk factors of anxiety, and cognitive 
function was the protective factor of anxiety. Mult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cognitive function and 
depression were independent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nxiety (P=0.000 ~ 0.010). Conclusion  The incidence 
of anxiety in hospitalized stroke patients is high. Nurses should focus on women, no spouse, low cognitive 
level, low ability of life activities and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tendency, and carry out early evaluation and 
early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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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脑卒中是为我国成年人致死和致残的首位原

因，具 有 高 发 病 率、高 死 亡 率、高 致 残 率、高 复 发

率等特点 [1]。脑卒中骤然起病和伴有肢体功能障

碍的特殊性，对患者的打击较大，卒中后焦虑达到

53% 至 80% [2]，其中近三分之一的患者经历了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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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焦虑 [3]，焦虑易导致患者紧张烦躁、消极淡

漠等负性情绪，康复治疗的主动性、积极性下降，甚

至产生拒绝、抵抗行为，影响患者的治疗和康复结

局，降低生活质量 [4]。焦虑管理是脑卒中规范化管

理的重要环节 [7,8]，然而在脑卒中患者住院期间，医

护人员较少的评估患者的焦虑情绪，导致焦虑不能

被及时识别和干预。因此，本研究旨在明确住院脑

卒中患者焦虑发生状况并分析影响因素，为早期预

防、开展个体化、针对性的干预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法，选择 2020 年 4 月至 2020 年

12 月在河南省某三级甲等医院神经内科住院的脑

卒中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年龄≥ 18 岁；

②符合 1996 年全国第四届脑血管学术会议通过的

《各类脑血管病诊断要点》中关于脑出血与脑梗死

的诊断标准 [7]；③意识清楚，能配合完成问卷填写；

④知情同意。排除标准：①既往有抑郁及精神疾病；

②病情危重或合并其他严重躯体疾病者；

样本量计算方法：阳性样本数取自变量数目

的 5~10 倍，通过文献回顾确定了 29 个可能影响脑

卒中患者焦虑的因素，粗略计算，阳性样本大约需

145~290 例。调查期限内共收集 359 例，8 例样本

资料缺失，最终本研究共调查 351 例。

1.2　调查方法

1.2.1　一般资料调查表

研究者自行设计，内容包括性别、年龄、婚姻

状况、文化程度、职业、吸烟、是否合并高血压或糖

尿病。

1.2.2　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HAMA)
由 Hamilton[8] 于 1959 年编制，包括 14 个项目，

HAMA 每 个 项 目 的 评 分 为 0~4 分，共 5 级、总 分

越高，焦虑程度越重。总分≥ 29 分可能为严重焦

虑，≥ 21 分肯定有明显焦虑，≥ 14 分肯定有焦虑，

≥ 7 分可能有焦虑，<7 分为没有焦虑症状。该量

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3。

1.2.3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D)
本 研 究 采 用 汉 密 尔 顿 抑 郁 量 表 [9](HAMD)17

项版本，共 17 个条目，采用 0~4 分的 5 级评分法。

>24 分为重度抑郁；18~24 分为中度抑郁；7~17 分

为轻度抑郁；<7 分为正常，分数越高，抑郁症状越

严重。

1.2.4　简易智能精神状态量表 (MMSE)
由 Folstein 等 [10] 编制，内容包含：定向力、注意

力、计算力、回忆能力、语言能力等，总分 30 分，分

数越高，认知功能越好，正常界值划分标准为：文盲

>17 分，小学 >20 分，初中及以上 >24 分。

1.2.5　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 (MoCA)
MoCA 是 Nasreddine 等 [11] 设 计，包 括 注 意 力

等 8 个认知领域、11 个项目，总分 30 分，分数越高，

认知功能越好。文盲，MoCA 评分≤ 14 分；受教育

年限 1~6 年，MoCA 评分≤ 20 分；受教育年限≥ 7

年，MoCA 评 分 ≤ 25 分。 该 量 表 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82，重测信度为 0.972。

1.2.6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量表 (ADL)
Lawtont 和 Brody[12] 于 1969 年 编 制，包 括 躯

体自理量表 (6 项 ) 和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量

表 (8 项 )，两个量表各项条目的完成情况均分为 4

级。1 分：表示完全可以自己做；2 分：有些困难但

仍可以自己做，3 分：需要帮助；4 分：完全无法做。

总分为 14 分 ~56 分，分数越高表示功能受限程度

越大，>20 分表示有不同程度的生活活动能力下降

重测信度和评测者之间的信度报告都在 0.9 以上。

1.3　资料收集方法

由经过培训的两名护士专门负责，统一调查中

涉及的概念、评价指标及标准指导用语。调查问卷

当场发放， 当场收回。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 25.0 建立数据库并进行统计分析。

调查对象的一般资料用描述性统计方法，计量资料

采用均数 ± 标准差描述，计数资料采用频率和百

分比描述。焦虑量表与各量表之间的相关性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单因素分析采用 t 检验，多因素

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住院脑卒中患者焦虑发生率

351 例患者中，住院脑卒中患者的焦虑发生率为

64.1%。 其 中，164 例 (46.72%) 可 能 有 焦 虑 (HAMA

量表得分≥ 7 分 )，36 例 (10.25%) 肯定有焦虑 ( 得分

≥ 14 分 )，18 例 (5.13%) 肯定有明显焦虑 ( 得分≥ 21

分 )，7 例 (1.99%) 可能为严重焦虑 ( 得分≥ 29 分 )。

2.2　住院脑卒中患者基本资料单因素分析

本调查共纳入 351 例脑卒中患者，其中男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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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62.4%)，女 132 例 (37.6%)；年龄 18~90(62.13±18.13)

岁。单因素分析，脑卒中焦虑的发生与性别、配偶有关。

2.3　住院脑卒中患者焦虑及各量表得分情况

351 例 患 者 中，汉 密 尔 顿 焦 虑 量 表 (HAMA)、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D)、简易智能精神状态量

表 (MMSE)、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 (MoCA)、日常

生活活动能力量表 (ADL) 表得分情况，见表 2。

2.4　住院脑卒中患者焦虑的相关性分析

相 关 分 析 结 果 显 示，MMSE、MoCA、HAMD、

ADL 与焦虑发生存在相关关系，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P<0.05)，见表 3。

表 3  焦虑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N=351)
MMSE MoCA HAMA HAMD ADL

MMSE 1

MoCA .693** 1

HAMA -.171** -.211** 1

HAMD -0.105 -.119* .841** 1

ADL -.131* -.106* .134* .115* 1

注：**. 在 0.01 级别 ( 双尾 )，相关性显著；*. 在 0.05 级别 ( 双
尾 )，相关性显著。

2.5　住院脑卒中患者焦虑的多因素分析

将 单 因 素 分 析 结 果 中 差 异 具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的 2 个变量、相关性分析具有统计学意义的 4 个

变量作为自变量，焦虑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

回归分析。构建模型拟合度良好 (R2 为 0.72)，回

归显示，认知功能和抑郁是引起焦虑的独立性因

素 (P<0.05)，见表 4。

3　讨论

3.1　住院脑卒中患者焦虑发生率高

本研究中，住院脑卒中患者的焦虑发生率为

64.1%，显 著 高 于 心 血 管 疾 病 26.2% 的 焦 虑 发 生

率 [13]，结 果 与 英 国 AYERBE 通 过 一 项 纵 向 数 据

调查的卒中后焦虑发生率 57% 接近，且焦虑可能

持 续 时 间 长 达 10 年 [14]predictors and outcomes of 

anxiety after stroke is insufficient to inform effective 

interventions. This study estimates within 10 years of 

stroke: (i。一方面，发病率高可能与脑卒中患者肢

体功能障碍限制日常活动能力、言语功能障碍影响

沟通有较大的关系。脑卒中患者焦虑的发生，对疾

病预后、功能的恢复和日常的生活质量均带来不同

程度影响 [15]。另一方面，可能原因为医护人员重点

关注疾病的治疗康复，焦虑障碍关注比较少。因此，

临床中应提高医务人员对卒中后焦虑的认识，及时

评估焦虑，并且探索安全、有效的焦虑干预措施，提

表 1  脑卒中患者基本资料表 (N=351)
频率 百分比 (%) 焦虑得分 t P

性别 男 219 62.4 7.71±5.28 -4.471 0.000

女 132 37.6 11.22±8.01

婚姻状况 有配偶 324 92.4 7.91±6.26 -2.235 0.027

无配偶 27 7.6 12.08±8.26

文化程度 高中以下 193 54.9 8.30±5.809 -0.116 0.908

高中及以上 158 45.1 8.20±6.343

职业 有职业 153 43.5 7.86±5.771 0.768 0.444

无职业 198 56.5 8.55±6.248

吸烟 有 84 23.9 7.42±6.303 -1.056 0.293

无 267 76.1 8.52±5.952

合并慢性病 有 244 69.6 8.30±6.044 0.143 0.866

无 107 30.4 8.16±6.081

年龄 <65 岁 187 53.5 8.15±6.311 -0.264 0.792

≥ 65 岁 164 46.7 8.39±5.688

表 2  住院脑卒中患者焦虑及各量表得分情况 (N=351)
项目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偏差

MMSE 2 30 21.94 6.030

MoCA 0 30 18.11 5.885

HAMA 0 43 9.03 6.657

HAMD 0 28 7.06 5.322

ADL 20 70 28.16 5.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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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患者康复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全面改善卒中患

者身心预后 [3]。

3.2　女性、无配偶患者焦虑发生的风险较高

本研究中，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与男性相比，

女性患者焦虑发生率是男性的 1.46 倍，与张玲霞

等 [16] 研究结果一致。可能与女性体内激素水平有

关，也可能因为女性承担较多的家庭日常生活事

务，卒中后患者大多伴随肢体活动障碍，角色的转

变容易造成焦虑。无配偶患者焦虑程度高于有配

偶者，与王素芳、杨欢等 [17,15] 研究一致，可能原因

是配偶一般为同龄人且经历相似，了解患者的喜

好，共同话题较多，能一定程度减少焦虑发生。因

此，医护人员在临床工作中需更加密切关注女性患

者和无配偶患者，尽早进行焦虑的识别和干预，减

轻焦虑带来的负面影响，为住院脑卒中患者康复治

疗提供心理支持。

3.3　日常活动能力低下是焦虑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中，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均分为 28.16，大

于 20 分表示患者有不同程度的生活活动能力下降，

生活不能自理是焦虑的危险因素。由于活动能力

下降，需要他人帮助，容易产生焦虑情绪，与吴欣娟

等 [18,19] 研究结果一致。国外研究者也证实脑卒中患

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下降，与导致较低的生活质量

有关 [14]。可能原因为疾病导致的肢体功能障碍，与

患病前相比，给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导致患者焦

虑程度较高。因此，关注活动能力超过 20 分的患者，

及时进行焦虑测评，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有效干预。

3.4　抑郁患者发生焦虑的风险高

抑郁是焦虑的危险因素，抑郁与焦虑呈正相

关。因为卒中后焦虑与抑郁潜在机制和预测因素

的部分重叠，卒中后焦虑常与抑郁共病，导致疾病

复杂化，识别难度增加，焦虑障碍普遍被忽视。相

比卒中后抑郁，卒中后焦虑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

段 [3]，对于有抑郁、或者有抑郁病史的患者，重点关

注情绪变化，早期进行针对性的干预。

3.5　认知功能是脑卒中患者焦虑的保护性因素

MoCA 得分与焦虑呈负相关，对焦虑产生负性

效应，说明患者认知功能越好，其焦虑水平越低。

同为认知功能的 MMSE 量表在回归分析中无统计

学意义，原因为 MMSE 量表对非痴呆人群的认知功

能损害检出敏感性较差 [20]。有研究及者通过认知

行为护理干预， 不仅可缓解患者负面情绪， 改善心

理障碍， 且还能提高患者接受药物治疗依从性， 从

而提高治疗效果 [21]。未来的研究应该探索在这一

人群中使用现有的、基于证据的认知功能干预，来

间接减轻患者焦虑水平。

3.6　其它因素

本研究单因素显示，性别、配偶与焦虑有统计

学差异，但未能进入回归模型，可能与样本量较小

有关；此外，以往研究年龄 [22]、职业 [17] 与焦虑有关，

但在本研究未见有相关性。原因可能为随着社会

文化和经济的发展，无论中青年还是老年、无论何

种职业的患都对自身形象及生活质量的要求不断

提高，使年龄和职业导致焦虑的差距缩小。

4　小结

住院脑卒中患者的焦虑发生率较高，主要影响

因素包括性别、配偶、生活活动能力，认知功能、抑

表 4  焦虑多因素分析 (N=351)

模型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显著性 VIF
B 标准错误 Beta

( 常量 ) 3.196 1.617 1.977 .049

性别 -.095 .421 -.007 -.226 .821 1.157

婚姻 0.754 0.854 0.033 0.883 0.378 1.071

饮酒 -0.609 0.555 0.042 -1.096 0.274 1.116

MMSE -.011 .044 -.010 -.243 .809 1.989

MOCA -.116 .045 -.103 -2.562 .011 1.969

HAMD 1.034 .037 .826 27.596 .000 1.102

ADL .030 .032 .027 .918 .359 1.032

R2 0.720

F 147.424

P <0.001

注：因变量：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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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等。目前，测评焦虑在脑卒中患者较少，焦虑干

预在脑卒中护理中应用较少。建议医护人员关注

住院脑卒中患者的焦虑，并动态评估，同时基于上

述影响因素制订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从而减少焦虑

的发生，减轻焦虑带来的负面影响。本研究为横断

面研究，且样本量较小，未动态评估患者的心理焦

虑变化。今后可进一步扩大样本量，开展纵向研究，

分析脑卒中患者不同时期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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