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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年全髋关节置换术后患者自我感受负担的临床现状	

及其影响因素

田珈宁1，张耀友2，赵彩霞2

(安阳地区医院 1. 感染办公室；2. 骨科，河南 安阳 455000)

[摘　要]	 目的：调查中青年全髋关节置换术后患者的自我感受负担情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通过

便利抽样的方法选择112名中青年全髋关节置换术后患者，应用自我感受负担量表(Self-Perception 

Burden Scale，SPBS)进行调查，结果采用PA SW statistics 18.0软件进行分析。结果：中青年全髋

关节置换术后患者的自我感受负担得分为34.60±8.78，其中重度负担35名(31.2%)，中度负担43名

(38.4%)，轻度负担29名(25.9%)，无明显负担5名(4.5%)；文化程度、术后康复时间、Harris髋关节

功能、医疗费用对家庭经济的影响均为患者自我感受负担的影响因素，共可解释52.1%的方差变异

量。结论：中青年全髋关节置换术后患者的自我感受负担相对较重，护理人员应根据患者的具体情

况实施针对性护理，以降低自我感受负担对患者造成的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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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status and related factors of self-perceived 
burden in young and middle-aged patients with total hip 

arthropl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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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level of self-perceived burden among young and middle-aged patients after total 

hip arthroplasty an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twelve patients with total 

hip arthroplasty were selected by convenient sampling. Then Self-Perception Burden Scale (SPBS)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results and PASW statistics 18.0 software was applied to analyze the results. Results: The score of 

self-perceived burden of the young and middle-aged patients after total hip arthroplasty was 34.60±8.78. There 

were 35 patients with severe stress (31.2%), 43 with moderate burden (38.4%), 29 with mild burden (25.9%), and 

5 with less obvious burden (4.5%); factors such as education level, rehabilitation time after the operation, Harris 

hip function and the effect of medical expenses on family all influenced the self-feeling burden of patients, which 

explained 52.1% of variance. Conclusion: The self-perceived burden of the young and middle-aged patients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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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髋关节置换(tota l  h ip  ar throplast y，TH A)
是髋关节终末期病变的常见治疗手段，据美国髋

膝关节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Hip and Knee 
S u r g e o n s ， A A H K S ) 的研究 [ 1 ]指出：目前全球约

有超过50万的TH A病例，其中年龄在65岁以下的

患者比例超过 5 0 % ，并且呈现出逐年增长及年轻

化的发展趋势，预计在2030年的TH A增长率将达

174%~673%[2]。由于该病的术后康复时间较长、护

理问题较多、易出现下肢功能障碍及合并多种疾

病并发症，大部分患者在TH A术后均会出现不同

程度的负性心理，严重影响其生命质量[3]。而中青

年患者作为社会、家庭的主要支柱力量，所需承

受的压力和负担均相对较重，因而也更容易出现

各类心理问题 [ 4 ]。自我感受负担指的是个体因担

心自我的照护需求会影响到他人而产生的担忧情

感，这种担忧会引起惭愧、抑郁、内疚、压力感

和自我感觉降低等方面，严重影响个体的心理健

康[5]。本研究旨在调查中青年THA术后患者的自我

感受负担情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患者的临

床护理提供参考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通过便利抽样的方法选择2016年1至12月在安

阳地区医院随访治疗的中青年全髋关节置换术后

患者。纳入标准：1)年龄18~59周岁；2)首次接受

全髋关节置换治疗；3 )语言表达流畅且具备良好

的认知能力；4)自愿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1)伴

随严重的呼吸、心血管、消化及泌尿等系统的严

重并发症或恶性肿瘤；2 )患有精神心理疾病或者

言语交流障碍；3)拒绝参与研究调查。

样本容量的计算方法，按照调查研究的样本

要求估算样本量，在此基础上扩充10倍，考虑20%
的调查失访率，最终应纳入的中青年TH A术后患

者应为120例。

1.2  调查工具

1.2.1  患者一般资料调查表

采用自行设计的患者一般资料调查表，包括

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态、职业状态、

术后康复时间、Harris髋关节功能、有无并发症、

医疗费用对家庭经济的影响和付费形式等内容，

其中经济影响指的是患者自我感受的医疗费用对

自身造成的影响情况。

1.2.2  自我感受负担量表

自 我 感 受 负 担 量 表 ( S e l f - P e r c e i v e d  B u r d e n 
Scale，SPBS)由Cousineau等 [6]编制，用于测定慢

性 疾 病 患 者 的 自 我 感 受 负 担 情 况 ， 共 计 1 0 个 条

目 ， 采 用 里 克 特 5 级 评 分 法 ， 1 分 表 示 “ 从 来 没

有”，5分表示“总是这样”，其中条目8为反向

计分条目，得分越高，表明患者的自我感受负担

水平越高，3 9分以上表示重度的自我感受负担，

30~39分表示中度的自我感受负担，20~29分表示

轻度的自我感受负担，2 0分以下表示无明显自我

感受负担。量表已经在慢性病群体中广泛应用，

并证实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其 C r o n b a c h ’ s  α 系数  
为0.85[7]。

1.3  调查方法

本研究调查已获医院伦理委员会批核，调查

前采用一致性的指导语向患者介绍调查目的、问

卷内容以及填写方法等内容，在患者填写知情同

意书后由研究者派发问卷，填写完成后现场回收

并检查问卷的有效性。一共派发 1 2 0 份问卷，回

收有效问卷112份，有效回收率为93.3%，其中女 
43例，男69例，年龄为(41.26±9.93)岁。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PASW statistics 18.0软件进行分析，患者

的自我感受负担得分为正态计量资料，采用均数±

标准差(x±s)表示，各条目得分按照其得分率进行

排序，采用单因素分析法及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

验证自我感受负担的影响因素，P<0.05为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中青年全髋关节置换术后患者的自我感受负担

得分情况

中青年全髋关节置换术后患者的自我感受负

担得分为13~50(34.60±8.78)，其中35名(31.2%)得

total hip arthroplasty is relatively heavy. It is necessary for nurses to carry out targeted nursing based on specific 

situation of the patients in order to reduce the adverse effects on the patients’ feelings.

Keywords total hip replacement; young and middle-aged people; self-perceived burden; influencing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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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39，43名(38.4%)得分为30~39，29名(25.9%)得分

为20~29，5名(4.5%)得分<20，各条目的得分见表1。

2.2  中青年全髋关节置换术后患者的自我感受负担

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不同文化程度、术后康复时间、Harris髋关节

功能、有无并发症、医疗费用对家庭经济的影响

的自我感受负担得分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表2)。

2.3  中青年全髋关节置换术后患者的自我感受负担

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以自我感受负担总分作为因变量(Y)，将上述

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作为自变量，结果显示：

文化程度(X 1)、术后康复时间(X 2)、Harris髋关节

功能 ( X 3) 、医疗费用对家庭经济的影响 ( X 4) 均可

进入回归方程，共可解释52.1%的方差变异量，其

回归方程为：Y=50.623-3.385X1−3.402X2−3.133X3+ 
4.184X4(表3)。

表1 中青年全髋关节置换术后患者的自我感受负担得分情况(n=112)

Table 1 Score of self-felt burden on patients after total hip replacement (n=112)

条目 得分范围 得分 得分率/% 排序

1.担心家人因照顾自己而过度劳累 1~5 3.14±0.92 62.9 9

2.担心家人要承担过多的责任而影响健康 1~5 3.04±0.88 60.9 10

3.担心治疗需花费很多费用 1~5 3.93±1.17 78.6 1

4.为向家人提出照顾要求而感到内疚 1~5 3.65±0.92 73.0 3

5.认为我的照护超出了他们的能力 1~5 3.27±0.88 65.4 8

6.感到我给家人的经济情况增加了“大麻烦” 1~5 3.54±0.94 70.7 5

7.感到家人要面对太多事情 1~5 3.38±0.99 67.5 6

8.认为家人能应对照护工作 1~5 3.32±0.88 66.4 7

9.认为给家人带来了困难和痛苦 1~5 3.61±0.95 72.1 4

10.觉得自己是家人的负担 1~5 3.72±0.94 74.5 2

总分 13~50 34.60±8.78 69.2 —

表2 中青年全髋关节置换术后患者的自我感受负担的单因素分析(n=112)

Table 2 Single factor analysis of the self-feeling burden of patients after total hip replacement (n=112)

类别 例数 构成比/% SPB得分 t/F P

性别 1.449 0.231

女 43 38.4 35.86±8.37

男 69 61.6 33.81±8.99

年龄/岁 0.467 0.628

<40 25 22.3 36.08±8.51

40~49 38 33.9 34.34±10.07

50~59 49 43.8 34.04±7.89

文化程度 7.414 0.001

初中及以下 47 42.0 37.85±8.32

高中 32 28.6 33.88±9.15

大专及以上 33 29.5 30.67±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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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类别 例数 构成比/% SPB得分 t/F P

婚姻状态 0.073 0.787

未婚、离异 24 21.4 34.17±9.37

已婚 88 78.6 34.72±8.66

职业状态 1.242 0.267

非在职 49 43.8 33.55±8.13

在职 63 56.3 35.41±9.23

术后康复时间/月 7.829 <0.001

<3 29 25.9 38.76±7.49

3~6 25 22.3 37.64±6.82

7~12  29 25.9 32.69±8.72

>12 29 25.9 29.72±8.88

Harris髋关节功能 5.302 0.002

差 24 21.4 38.63±7.89

中 26 23.2 36.73±7.04

良 21 18.8 34.76±8.46

优 41 36.6 30.80±9.16

有无并发症 4.513 0.036

无 82 73.2 33.55±8.66

有 30 26.8 37.47±8.60

医疗费用对家庭经济的影响 4.777 0.010

无影响 30 26.8 33.30±9.30

部分影响 49 43.8 32.82±8.38

明显影响 33 29.5 38.42±7.88

付费形式 0.256 0.775

自费 15 13.4 34.20±9.05

农村医保 47 42.0 34.02±8.88

医疗保险 50 44.6 35.26±8.74

表3 患者自我感受负担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n=112)

Table 3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self-feeling burden of patients (n=112)

项目 回归系数 标准误 标准回归系数 t P

常量 50.623 2.838 — 17.835 <0.001

文化程度 −3.385 0.694 −0.324 −4.878 <0.001

术后康复时间 −3.402 0.506 −0.441 −6.721 <0.001

髋关节功能 −3.133 0.498 −0.419 −6.296 <0.001

医疗费用对家庭经济的影响 4.184 1.295 0.212 3.231 0.002

回归方程的R2=0.544，调整R2=0.521，F=25.290，P<0.05。

R2 value of the regression equation =0.544, the adjusted R2 value =0.521, the F value =25.290,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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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本 研 究 结 果 显 示 ： 中 青 年 全 髋 关 节 置 换 术

后患者的自我感受负担得分为3 4 . 6 0 ± 8 . 7 8，超过

69.6%的患者得分在30分及以上，表明大部分的中

青年全髋关节置换术后患者均遭受较为严重的自

我感受负担。由表1可知，条目1“担心治疗需花

费很多费用”、条目4“为给家人的照顾要求而感

到内疚”和条目1 0“觉得自己是家人的负担”是

患者得分最高的3个条目，提示经济负担和情感负

担是患者自我感受负担的重要方面。髋关节置换

是一种大型的骨科创伤手术，需要耗费大量的医

疗费用，吕雪菁等 [8]调查指出髋关节置换的3年住

院费用可达到1 0万元以上。此外，中青年患者在

髋关节置换术后较长时间的下肢运动功能及生活

自理能力均相对较差，生活的各项活动均需依赖

家人的协助，患者在短期难以适应这种被照顾的

角色，从而引致惭愧和内疚等情感负担的加重[4]。

甘莉等 [ 9 ]指出：自我感受负担除会引起严重的负

性心理反应外，还可引起治疗依从性降低和生命

质量下降等不良反应，不利于其疾病康复，同时

刘蕾等 [10]通过加强健康教育结合心理护理有效改

善了髋关节置换术后患者的焦虑、抑郁心理和髋

关节功能，提示临床医护人员应充分重视对中青

年全髋关节置换术后患者的自我感受负担评估，

并应注意应用健康教育及心理护理等措施进行干

预，以减少自我感受负担造成的不良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文化程度是降低自我感受

负担的积极因素，即患者的文化程度越高，其自我

感受负担的影响程度也就越低，这与王秋霞等 [11]

的研究结果相似。髋关节置换是一种复杂的治疗

手段，普通患者大多不具备对疾病及治疗的认知

能力，从而容易产生较为强烈的疾病不确定感和

负性情绪 [12]。而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患者的健

康知识获取能力会得到进一步提高，这有利于提

升患者对疾病和治疗的认知能力，同时高文化程

度的患者还能充分认识到保持良好心理状态对于

疾病康复的重要性，因而其自我感受负担程度相

对较低 [13]。提示临床医护人员应重点关注低文化

程度患者的心理状态变化，并应注意加强健康教

育，以降低自我感受负担的不良影响。

表 3 结 果 显 示 ： 术 后 康 复 时 间 是 降 低 自 我 感

受负担的积极因素，随着康复时间的延长，患者

的 自 我 感 受 负 担 会 明 显 下 降 。 分 析 原 因 如 下 ： 
1 )髋关节置换的术后康复是一个漫长及循序渐进

的时间过程，在康复早期患者可能伴随疼痛和行

动不便等多种不良症状，同时生活自理能力相对

较差，因而自我感受负担相对较重，而在康复后

期，患者的下肢功能得到进一步康复，疾病不良

症状也进一步减少 [14]，从而自我感受负担得到缓

解。2 )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体对治疗的认知得到

进一步加深，同时患者在生理和心理上也越来越

适 应 这 种 关 节 失 能 的 角 色 [ 1 5 ]， 从 而 有 利 于 降 低

自我感受负担。提示临床医护人员应帮助患者认

知术后康复的发展进程，以促进生理和心理的适

应，降低负性心理状态的发生。

本研究结果显示： H a r r i s 髋关节功能是降低

自我感受负担的积极因素，即患者的Harris髋关节

功能越高，则其自我感受负担水平越低。Harris髋

关节功能是评价患者在髋关节置换术后活动、步

态、行走、日常活动功能和疼痛等方面的特异性

关节功能测量工具[16]，Harris髋关节功能评价等级

越高意味着患者的关节功能恢复越好，行走和日

常活动的能力越好，相关的不良症状也越少，从

而自我感受负担程度较低。反之，Harris髋关节功

能低者则可能因为生活自理能力较低和不良症状

较多而发生较为严重的自我感受负担。

本研究结果显示：医疗费用对家庭经济的影

响是造成自我感受负担加重的因素，即医疗费用

对家庭经济所造成的影响越高，则其自我感受负

担也越严重，与刘朝英等 [17]的研究结果类似，这

可能与髋关节置换的术后康复特点有关。首先，

髋关节置换的术后康复时间相对较长，除高额的

手术治疗费用外，患者在术后康复期间还需耗费

大量的康复治疗费用 [18]，从而严重超出其支付范

围；其次，实施髋关节置换的患者大多下肢功能

明显下降，患者可能由于劳动力下降而影响其收

入水平，从而明显增加其经济负担和自我感受负

担[8]。钱思兰等[19]指出：过高的医疗费用负担可明

显降低患者的治疗积极性，甚至可能因为费用问

题而延误治疗时机，不利于患者的疾病康复。提

示国家应加强社会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及深化，

临床医护人员则应重点关注低收入患者的心理状

态变化，以降低医疗费用过高引起的自我感受负

担。但同时研究结果还显示，患者的付费形式并

未对其自我感受负担造成影响，这可能与部分自费

患者为家庭收入较高人群，同时本次纳入的样本相

对较少，可能存在代表性不足的情形，未来研究应

注意在增强纳入样本量的同时，采用随机及分层的

抽样方法，以明确其影响作用。

综上所述，中青年全髋关节置换术后患者的

自我感受负担相对较重，文化程度、术后康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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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Harris髋关节功能、医疗费用对家庭经济的影

响均为患者自我感受负担的影响因素，护理人员

应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实施针对性护理，以降低

自我感受负担对患者造成的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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