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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及配偶相依关系
在二元应对与自我管理间的主客体互倚中介效应初探

史英梅１,刘安诺２,王琎１,刘蕾蕾１,齐东红１,任飞飞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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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探讨慢性心力衰竭(chronicheartfailure,CHF)患者及配偶相依关系在二元应对及自我管理间的中介作用.

方法　２０２１年１月至２０２２年１月,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在合肥市某三级甲等医院心内科住院的 CHF患者及其配偶共２１２
对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二元应对量表、CHF自我管理量表、配偶对患者自我管理的贡献量表、夫妻相依关系量

表对其进行调查.构建结构方程模型,从二元水平分析主体效应、客体效应以及中介效应.结果　CHF患者及配偶自我管理

得分率分别为(５３．２４±１４．６２)％、(５７．４６±１４．５５)％,二元应对总分分别为(１１９．３０±１４．１４)分、(１１８．８９±１４．４１)分,相依关系得

分分别为(２．９６±０．９２)分、(２．６６±０．９７)分.患者及配偶的二元应对、相依关系与自我管理均正相关(均P＜０．０１).主体效应

中自身相依关系在自身二元应对和自我管理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占总效应的４７．２３％和２４．０７％.客体效应中自身相依关

系在配偶二元应对与自身自我管理之间的起部分中介作用,占总效应的５０．０％、５０．１４％.结论　临床干预中需要将 CHF患

者和配偶作为整体,关注二元应对、相依关系进行干预,以提高患者的自我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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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explorethemediatingeffectofmutualitybetweenpatientswithchronicheart
failure(CHF)andtheirspousesindyadiccopingandselfＧmanagement．Methods　Theconveniencesampling
methodwasusedtoselectatotalof２１２pairsofCHFpatientsandtheirspouseshospitalizedintheDepartＧ
mentofCardiologyofatertiaryAhospitalinHefeiCityinChinafromJanuary２０２１toJanuary２０２２asthe
researchsubjects．Thegeneralinformationquestionnaire,dyadiccopingscale,CHFselfＧmanagementscale,

spouse’scontributiontopatient’sselfＧmanagementscaleandmutualityscalewereadministered．Structural
equationmodellingwasalsousedtoanalyzethesubjecteffect,objecteffect,andmediatingeffectfromthe
binarylevel．Results　TheselfＧmanagementscoresofpatientsandspouseswere(５３．２４±１４．６２)％ and
(５７４６±１４．５５)％,respectively．Thetotalscoresofdyadiccopingwere(１１９．３０±１４．１４)and (１１８．８９±
１４４１),andthescoresofmutualitywere(２．９６±０．９２)and(２．６６±０．９７),respectively．Dyadiccopingand
mutualitywerepositivelycorrelatedwithselfＧmanagementforbothpatientsandspouses(allP＜０．０１)．In
termsofsubjecteffects,mutualityplayedamediatingrolebetweenpatients’dyadiccopingandselfＧmanＧ
agement,accountingfor４７．２３％and２４．０７％ofthetotaleffect．Intermsofobjecteffects,itplayedamediaＧ
tingrolebetweenspouses’dyadiccopingandownselfＧmanagement,accountingfor５０．０％and５０．１４％ of
thetotaleffect．Conclusions　Inclinicalintervention,CHFpatientsandtheirspousesshouldberegardedas
awhole,andthebinarycopingandinterdependentrelationshipshouldbefocusedonforintervention,soas
toimprovethepatients’selfＧmanagementlevel．
【Keywords】　 CHFpatient;spouse;mutuality;dyadiccoping;selfＧmanagement;APIM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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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心力衰竭(chronicheartfailure,CHF)属
于慢性疾病,多数治疗及康复需要依靠患者和照顾

者的自我管理.自我管理强调自身对疾病的应对能

力(包括用药依从、症状管理、自我感知、提高自我效

能等),对提高生活质量和降低再入院风险至关重

要[１].二元应对是夫妻双方共同面对压力事件时感

知、评估、沟通、帮助的能力[２],能正向预测夫妻的婚

姻调适[３],还可正向预测心血管疾病的自我管理水

平[４].相依关系是维持夫妻情感关系和幸福感的重

要纽带[５],而夫妻情感关系会影响疾病管理[６].有

研究[７]指出,相依关系在CHF患者及护理者疾病获

益感与自我管理中起中介作用,但是否在二元应对

与自我管理间起中介作用尚不明确.故本研究假设

自我管理为因变量,二元应对为自变量,相依关系为

中介变量,构建主客体互倚中介模型(actorＧ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 extended to mediation,

APIMeM)[８],以期明晰其作用路径,从而为临床个

性化干预提供理论依据,假设模型如图１.

图１　二元应对、相依关系和自我管理的关系假设模型图

(a、b、c为主效应,k为客体效应,e１~e４为误差项)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２１年１月至２０２２年１月,采用

方便抽样法选取在合肥市某三级甲等医院心内科住

院的CHF患者及配偶共２１２对为研究对象.患者

纳入标准:(１)住院治疗确诊为 CHF[９],纽约心脏学

会(NewYorkHeartAssociation,NYHA)心功能分

级为Ⅱ~Ⅲ级;(２)年龄≥１８岁;(３)已婚,配偶健

在,配偶为主要照顾者.患者排除标准:(１)合并其

他系统严重并发症及精神病史;(２)存在明显认知障

碍或听力障碍.配偶纳入标准:(１)具备独立行为能

力和照护能力;(２)年龄≥１８岁;(３)患者指定的主

要照顾者.排除标准:(１)患有严重心、脑等疾病或

精神病史;(２)存在明显认知障碍或听力障碍.所有

患者及配偶自愿参与,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按照结构方程模型可区分二元数据类型的样本量估

算方法[１０]:样本量为变量维度数的１０~２０倍,考虑

１０％~２０％无效问卷,最低样本量需要１８９~２１２对

(本研究量表共１７个维度),因此,本研究样本量符合

要求,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伦２０２１(８９)号].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研究工具

１．２．１．１　一般资料调查表　自行设计,包含社会人

口学因素: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职业、职业状态、居
住地、年收入等;疾病因素:慢性病数量、NYHA 分

级、体质量指数(bodymassindex,BMI)、左室射血

分数(leftventricularejectionfraction,LVEF)、心力

衰竭住院次数等.

１．２．１．２　心力衰竭患者自我管理量表　采用施小青

等[１１]研制的CHF自我管理量表,包括４个维度共

２０个条目.采用 Likert４级评分法,“从不”至“总
是”依次计为１~４分.得分率＝量表实际得分/该

量表最高得分×１００％,得分率越高,说明自我管理

水平越高,得分率＜６０％说明自我管理水平处于低

水平,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０．７８.

１．２．１．３　配偶对心力衰竭患者自我管理的贡献量表

　采用 Vellone等[１２]研制的照顾者对心力衰竭患者

自我护理的贡献量表,包括３个维度共２２个条目.
采用Likert４级评分法,“从不”至“总是”依次计为

１~４分.得分率＝量表实际得分/该量表最高得分

×１００％,得分率越高,说明对自我管理的贡献越高,
得分率＜６０％说明对患者自我管理的贡献处于低水

平,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０．８１.

１．２．１．４　二元应对量表　采用Xu等[１３]汉化的二元应

对量表中文版,包括６个维度共３７个条目.采用LikＧ
ert５级评分法,“极少”至“非常频繁”依次计为１~５分,
总分３５~１７５分,低于１１１分为二元应对处于低水平.
患者及配偶的Cronbach’sα系数分别为０．９１、０．８９.

１．２．１．５　相依关系量表　采用刘锦萤[１４]汉化的相

依关系量表,包括爱和感情、分享喜悦、共同价值观

和互惠性４个维度共１５个条目.采用 Likert５级

评分法,“一点没有”至“非常多”依次为０~４分,将
所有项目得分相加取平均数,总分范围０~４分,得
分越高表示相依关系越好,低于２．５分为相依关系

处于低水平.患者及配偶的 Cronbach’sα系数分

别为０．９３、０．９５.

１．２．２　资料收集　患者出院前４８h内,由经过培训

的专业护士对患者及配偶进行问卷调查.采用统一

指导语向患者及其配偶解释调查目的、意义及填写

方法,指导患者及其配偶分别独立完成,共发放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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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０份,有效问卷４２４份,有效回收率为９２．１７％.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２４．０统计软件进行数据

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x±s表示;计数资料

使用频数和构成比表示.采用 Harman单因素检验法

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采用Pearson进行相关性分

析,使用AMOS２６．０软件构建 APIMeM 模型,最大似

然比法进行模型拟合,Bootstrap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抽
样５０００次).检验水准为α＝０．０５.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资料　２１２例患者中,男性１２８例(６０．３７％),

６０岁及以上１７２例(８１．１３％).２１２名配偶中,女８４例

(６０３８％),６０岁及以上１５４例(７２．６４％),具体见表１.

表１　患者及配偶的一般资料[N＝２１２,n(％)]

项　目 患者 配偶 项　　目 患者 配偶

年龄(岁) 病程(月)

　＜６０ ４０(１８．８７)５８(２７．３６) 　≤６ ９０(４２．４５) －
　≥６０ １７２(８１．１３)１５４(７２．６４) 　＞６ １２２(５７．５５) －
性别 BMI(kg/m２)

　男 １２８(６０．３７)８４(３９．６２) 　＜１８．５(偏轻) ３０(１４．１５)３２(１５．０９)

　女 ８４(３９．６３)１２８(６０．３８) 　１８．５~２３．９(正常)１２１(５７．５５)１２８(６０．３８)
文化程度 　２４~２９．９(超重) ４０(１８．８７)３６(１６．９８)

　小学及以下 ９６(４５．２８)７６(３５．８５) 　≥３０(肥胖) ２０(９．４３) １６(７．５５)

　初中及高中 ７６(３５．８５)１１４(５３．７７) 患者慢性病数量

　大学及以上 ４０(１８．８７)２２(１０．３８) 　１~２ １１４(６４．１５) －
职业 　≥３ ９８(３５．８５) －
　农民 ８４(３９．６２)６４(３０．１９) NYHA分级

　工人 ６６(３１．１３) ２０(９．４３) 　Ⅱ级 １２０(５６．６０) －
　其他从业者 ６２(２９．２５)１２８(６０．３８) 　Ⅲ级 ９２(４３．４０) －
职业状态 LVEF(％)

　在职 ４２(１９．８１)３２(１５．０９) 　＜４０ ３４(１６．０３) －
　不在职/退休 １７０(８０．１９)１８０(８４．９１) 　４０~４９ ７４(３４．９１) －
居住地 　≥５０ １０４(４９．０６) －
　城市 １１８(５５．６６)１１８(５５．６６) 合并症个数

　农村 ９４(４４．３４)９４(４４．３４) 　≤３ ８８(４１．５１) －
人均年收入(万元) 　＞３ １２４(５８．４９) －
　＜２ ５６(２６．４１)６０(２８．３０) 心衰住院次数

　２~３ ９８(４６．２３)９６(４５．２８) 　≤３ １２２(５７．５５) －
　＞３ ５８(２７．３６)５６(２６．４２) 　＞３ ９０(４２．４５) －
配偶是否存在

慢性病

　有 － ８４(３９．６２)

　无 － １２８(６０．３８)

２．２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

表明,患者特征根大于１的公因子共有２１个,配偶

２４个,第一个公因子对总变量的 解 释 率 分 别 为

２１４３％、１４．５６％(＜４０％临界值),故本研究不存在

共同方法偏差.

２．３　CHF患者及配偶二元应对、相依关系与自我

管理的得分情况　CHF患者及配偶自我管理得分

率分别为(５３．２４±１４．６２)％、(５７．４６±１４．５５)％,均
处于低水 平.患 者 及 配 偶 二 元 应 对 总 分 分 别 为

(１１９．３０±１４．１４)分、(１１８．８９±１４．４１)分,相依关系

得分分别为(２．９６±０．９２)分、(２．６６±０．９７)分,均接

近低水平分值.

２．４　CHF患者及配偶二元应对、相依关系与自我管理

的相关性　患者及配偶的自我管理与二元应对、相依关

系均呈正相关(均P＜０．０１),患者及配偶的二元应对与

相依关系呈正相关(P＜０．０１),见表２.

表２　CHF患者及配偶二元应对、

相依关系与自我管理的相关性(n＝２１２,r)

项　　目
患者自

我管理

配偶对
自我管理
的贡献

患者二

元应对

配偶二

元应对

患者相

依关系

配偶相

依关系

患者自我管理 １ － － － － －
配偶对自我管 ０．９８０a １ － － － －
理的贡献　　
患者二元应对 ０．６０２a ０．６１０a １ － － －
配偶二元应对 ０．４３９a ０．４２６a ０．４５９a １ － －
患者相依关系 ０．６１５a ０．６１７a ０．４６８a ０．３８０a １ －
配偶相依关系 ０．５８９a ０．５６８a ０．５４０a ０．４５５a ０．５１６a １

　　a:P＜０．０１

２．５　APIMeM 等式约束性检验及模型拟合　本研

究以二元应对为自变量,相依关系为中介变量,以自

我管理为因变量,构建 APIMeM 饱和模型和约束化

模型.结果表明,本研究数据为不可区分数据(P＞
０．２０),因此采用约束化模型并进行拟合(如图２所

示),模型拟合结果显示:卡方/自由度(chiＧsquare/

degreeoffreedom,χ２/df)为１．３９３,修正拟合优度指

数(adjustedgoodnessＧofＧfitindex,AGFI)为０．９１２,
拟合 优 度 指 数 (goodnessＧofＧfitindex,GFI)为

０９７５,规 范 适 度 指 数 (normalfitindex,NFI)为

０９７４,比较适度指数(comparefitindex,CFI)为

０９９５,塔克Ｇ刘易斯指数(TuckerＧLewisindex,TLI)
为０．９５１,递增拟合指数(incrementalfitindex,IFI)
为０．９９４,近似均方根误差(rootmeansquareerror
ofapproximation,RMSEA)为０．０３１.

图２　患者及配偶自我管理、二元应对

和相依关系的路径分析模型图(e１~e４为误差项)

２．６　主客体互倚中介效应分析　通过k 值检验,本
研究 成 对 数 据 为 对 偶 模 式 (k＝０．６４,９５％CI:

０．５４３~１．２１１,包含１).因此,取置信区间９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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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相依关系中介效应的

９５％置信区间不包括０,中介效应成立.主体效应

中相依关系在自身二元应对和自我管理之间起部分

中介作用(效应值:０．１６２、０．０８１,P＜０．０５),占总效

应的４７．２３％和２４．０７％.客体效应中自身相依关系

在配偶二元应对和自身自我管理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效 应 值:０１８１、０．１８５,P ＜０．０５),占 总 效 应 的

５０００％和５０１４％,见表３.

表３　CHF患者及配偶二元应对、相依关系对自我管理的主客体中介效应

效应 路　　　径 b b’ ９５％CI 效应占比(％)

主体效应

　直接效应 患者二元应对→患者自我管理 ０．１８１ ０．０５５ ０．１０３~０．２６７ ５２．７６
　中介效应 患者二元应对→患者相依关系→患者自我管理 ０．１６２ ０．０４２ ０．０５１~０．２６８ ４７．２３
　总效应　 患者二元应对→患者自我管理 ０．３４３ ０．０４３ ０．２５３~０．４２４ －
　直接效应 配偶二元应对→配偶自我管理 ０．２６５ ０．０５４ １．０５１~０．３２７ ７５．９３
　中介效应 配偶二元应对→配偶相依关系→配偶自我管理 ０．０８４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１~０．１０２ ２４．０７
　总效应　 配偶二元应对→配偶自我管理 ０．３４９ ０．０３９ ０．２６６~０．４２０ －
客体效应

　直接效应 患者二元应对→配偶自我管理 ０．１８０ ０．０５８ ０．０６７~０．２９６ ４９．７２
　中介效应 患者二元应对→配偶相依关系→配偶自我管理 ０．１８１ ０．０４１ ０．１０４~０．２６５ ５０．００
　总效应　 患者二元应对→配偶自我管理 ０．３６２ ０．０４３ ０．２７２~０．４４２ －
　直接效应 配偶二元应对→患者自我管理 ０．１８４ ０．０５８ ０．０６９~０．２９６ ４９．８６
　中介效应 配偶二元应对→患者相依关系→患者自我管理 ０．１８５ ０．０４３ ０．１０５~０．２７１ ５０．１４
　总效应　 配偶二元应对→患者自我管理 ０．３７３ ０．０４２ ０．２８３~０．４６０ －

３　讨论

３．１　CHF患者及配偶自我管理、二元应对及相依关

系现状及相关性　本研究中,CHF患者及配偶自我

管理总得分率分别为(５３．２４±１４．６２)％、(５７．４６±
１４５５)％,平均得分率处于低水平.说明目前 CHF
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较差,配偶对患者自我管理的

贡献不足,可能会伴有情绪化和情绪困扰[１５].患者

及配偶二元应对总分分别为(１１９．３０±１４．１４)分、
(１１８．８９±１４．４１)分,略高于陈参参[１６]的研究,可能

与本研究纳入患者的 NYHA 分级为II~III级有

关.患者及配偶相依关系得分分别为(２．９６±０．９２)
分、(２．６６±０．９７)分,与彭元元等[１７]的研究相比,患
者及配偶的相依关系水平偏低,可能与本研究排除

子女和其他人作为照顾者有关.相关性分析发现,
二元应对和相依关系与自我管理均正相关(均P＜
０．０５),证实二元应对和相依关系在提升自我管理中的

重要作用.提示在日常生活、护理治疗、康复训练中,护
理人员可加强CHF患者和配偶间的相互合作、共同努

力、改善夫妻相依关系,提高自我管理能力.

３．２　CHF患者及配偶相依关系在二元应与自我管

理间的主客体中介效应　本研究患者及配偶的自身

二元应对、相依关系均正向影响自身自我管理,主体

效应显著,与以往研究[１８]结果一致.主体效应中,相
依关系在自身二元应对和自我管理之间起部分中介

作用,中介效应占比４７．２３％和２４．０７％.因此,当

CHF患者及配偶面对疾病压力事件,可以采取积极

应对方式,能有效缓解压力,提高对疾病的自我管理

能力.也可通过加强与配偶沟通交流、增强信任,改
善二元应对水平,提高配偶对患者自我管理的支持.
客体效应中,自身二元应对、相依关系也可以正向预

测对方自我管理,客体效应显著.自身相依关系在

对方二元应对和自身自我管理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中介效应占比５０．００％和５０．１４％.说明 CHF患者

及配偶在疾病管理中的交互作用明显,通过加强夫

妻双方面对疾病和压力的应对水平、提高夫妻双方

的相依关系,对双方的自我管理均有意义.本研究

明晰了夫妻双方二元应对、相依关系及自我管理的

内在联系和作用路径.因此,临床上需要将CHF患

者和配偶纳入一个整体进行干预,通过提高二元应

对水平、改善相依关系来提高患者的自我管理水平,
并能帮助配偶减轻应对压力和照护压力,增强对患

者自我管理的支持.

４　小结

本研究从CHF患者及配偶二元视角,证实二元

应对正向促进自我管理,相依关系起部分中介作用,
明晰了二元应对影响自我管理的主要路径.护理人

员需要将CHF患者和配偶作为整体,从二元应对和

相依关系角度进行干预.但本研究样本量不足以形

成一个稳定的模型结构,因此本研究拟作为初步探

索,为进一步探求二元应对、相依关系及自我管理的

稳定模型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１]FENGC,WANGY,LIS,etal．EffectofselfＧmanagementinterＧ

ventiononprognosisofpatientswithchronicheartfailure:ameＧ

９８
军事护理

MilNurs
　January２０２５,４２(１)



taＧanalysis[J]．NursOpen,２０２３,１０(４):２０１５Ｇ２０２９．
[２]张琦,齐艳,韩杰．二元应对干预在慢性病患者夫妻中的应用进展

[J]．解放军护理杂志,２０２１,３８(９):５３Ｇ５６．
[３]白杨,冯宪凌,古钰君,等．基于主客体互倚模型的宫颈癌化疗患

者夫妻二元应对、婚姻调适和生活质量的关系研究[J]．军事护

理,２０２４,４１(３):６５Ｇ６９．
[４]KERAMATK M,SOLEIMANIF,ALIZADEH A,etal．AssociＧ

ationsofperceivedandcommondyadiccopingwithselfＧcarein

oldercoupleswithcardiovasculardisease:adyadicanalysis[J]．

HeartLung,２０２３,５７(２):２２９Ｇ２３５．
[５]陈灿,翟清华,李鑫静,等．脑卒中患者与照顾者家庭亲密关系变

化体验质性研究的 Meta整合[J]．军事护理,２０２４,４１(２):９３Ｇ９７．
[６]张鹏博,李婷,梅永霞,等．基于潜在剖面分析的脑卒中患者夫妻

二元应对现状及其影响因素[J]．军事护理,２０２４,４１(１０):８７Ｇ９１．
[７]FANG W,CHENC,ZHANGX,etal．AssociationbetweenbeneＧ

fitfindingandselfＧcaremanagementinheartfailurepatientＧcareＧ

giverdyads:the mediatingroleofmutuality[J]．JCardiovasc

Nurs,２０２４,３９(３):E９３ＧE１０２．
[８]邓小玲,李婕珂,陈继婕,等．主客体互倚中介模型的不孕不育夫

妇生育压力、心理弹性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J]．中国健康心理学

杂志,２０２４,３２(６):８５９Ｇ８６６．
[９]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心力衰竭学组,中国医师协会心力

衰竭专业委员会,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编辑委员会．中国心力衰竭

诊断和治疗指南２０１８[J]．中华心力衰竭和心肌病杂志,２０１８,

２(４):１９６Ｇ２２５．
[１０]KLINERB,LITTLETD．Principlesandpracticeofstructuralequation

modelling[M]．３rded．NewYork:GuilfordPress,２０１１:１１Ｇ１３．
[１１]施小青,曹伟新,吴蓓雯,等．心力衰竭病人自我管理量表的初步

构建[J]．护理研究,２０１２,２６(３５):３３４７Ｇ３３５０．
[１２]VELLONEE,CHUNGML,ALVAROR,etal．Theinfluenceof

mutualityonselfＧcareinheartfailurepatientsandcaregivers:a

dyadicanalysis[J]．JFam Nurs,２０１８,２４(４):５６３Ｇ５８４．
[１３]XUF,HILPERTP,RANDALLAK,etal．ValidationofthedyＧ

adiccopinginventorywithchinesecouples:factorialstructure,

measurementinvariance,andconstructvalidity[J]．PsycholAsＧ

sess,２０１６,２８(８):１２７Ｇ１４０．
[１４]刘锦萤．失智症家庭照顾者相依关系与照顾活动之角色紧张的相

关性探讨[D]．桃园:长庚大学,２００６．
[１５]LYONSKS,SADOWSKIT,LEECS．Theroleofconcealment

andrelationshipqualityonpatienthospitalizations,carestrain

anddepressivesymptomsinheartfailuredyads[J]．EurJCardioＧ

vascNurs,２０２０,１９(２):１１８Ｇ１２４．
[１６]陈参参．慢性心衰患者和配偶照顾者相依关系二元干预方案构建

及效果评价[D]．济南:山东大学,２０２２．
[１７]彭元元,孙国珍,王洁,等．CHF患者和家庭照顾者相依关系对双

方正性情绪及积极应对方式的影响[J]．中华现代护理杂志,

２０２１,２７(７):８４６Ｇ８５０．
[１８]RAPELLIG,DONATOS,PARISE M,etal．Yes,Ican (with

you)! DyadiccopingandselfＧmanagementoutcomesincardioＧ

vasculardisease:themediatingroleofhealthselfＧefficacy[J]．

HealthSocCareCommunity,２０２２,３０(５):e２６０４Ｇe２６１７．
(本文编辑:沈园园)


(上接第８０页)
[２]徐志侠,丁书缘,陈志峰,等．利多卡因减少口腔颌面术后留置人

工气道患者呛咳反射并降低飞沫传播风险的研究[J]．世界临床

药物,２０２０,４１(１２):９７３Ｇ９７７．
[３]BRAVOVR,PALOMBA N,CORLETTOF,etal．Comparison

betweenintravenouslidocaineandfentanyloncoughreflexand

sympatheticresponseduringendotrachealintubationindogs[J]．

VetAnaesthAnalg,２０２０,４７(４):４８１Ｇ４８９．
[４]李孝庆,王玉华,高霞,等．颅脑手术患者气道管理中浅层吸痰法

的应用及对患者血氧饱和度、血压的影响[J]．武警后勤学院学

报:医学版,２０２１,３０(１０):４７Ｇ４９．
[５]LIXL,HEXB,WANL,etal．ComparisonoftrachealintubaＧ

tionwithcontrolledventilationandlaryngealmaskairwaywith

spontaneousventilationforthoracoscopicbullectomy[J]．MediＧ

cine(Baltimore),２０２０,９９(１６):１９７０４Ｇ１９７０８．
[６]王娇,陈筱诗,蒋琦,等．洼田饮水试验用于评估全身麻醉患者术

后早期进水可行性的研究[J]．国际麻醉学与复苏杂志,２０２１,４２
(１１):１１９９Ｇ１２０１．

[７]杨雅涵,管亦方,张小峰．吸氧结合托下颌法对行无痛胃镜治疗

患者呛咳、呼吸抑制的改善作用[J]．齐鲁护理杂志,２０２２,２８
(１１):６２Ｇ６４．

[８]杨雪婷．瑞芬太尼持续泵注对女性甲状腺患者全麻苏醒期呛咳

反射影响的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２０２３．
[９]李珍,岳丽青,谢常宁,等．阶梯式吞咽障碍食品方案对咽喉肿瘤

术后患者吞咽功能的效果观察[J]．解放军护理杂志,２０２１,３８
(１):６８Ｇ７１．

[１０]吴淋,董迎春．右美托咪定对口腔癌术后患者留置气管导管耐受

性的影响[J]．口腔颌面外科杂志,２０２１,３１(１):２４Ｇ２７．

[１１]孙璐璐,徐志侠,杨悦来,等．利多卡因改善口腔颌面手术后留置

经鼻气管插管患者舒适性的随机、单盲、平行对照临床试验[J]．
第二军医大学学报,２０２１,４２(６):６３３Ｇ６４０．

[１２]HAND W,JUNG W,LEEKN,etal．Smokingbehaviorchange

andtheriskofpneumoniahospitalizationamongsmokerswith

diabetesmellitus[J/OL]．[２０２４Ｇ０７Ｇ１６]．https://pubmed．ncbi．

nlm．nih．gov/３７６４８７１１/．DOI:１０．１０３８/s４１５９８Ｇ０２３Ｇ４０６５８Ｇ９．
[１３]项丽君,曹猛,宋学梅,等．吸痰时咳嗽强度对气囊压力不达标的

预测价值[J]．解放军护理杂志,２０２２,３９(２):４６Ｇ５０．
[１４]霍晓敏,杨茹雪,张秀敏,等．重症监护室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独立

危险因素分析[J]．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２０２３,３２(３):４０９Ｇ４１２．
[１５]石梦竹,许琦琦,卞绍波,等．麻醉诱导前主动咳嗽对吸烟患者舒芬

太尼诱发呛咳反应影响[J]．临床军医杂志,２０２２,５０(６):６３９Ｇ６４１．
[１６]杨晓文,童孜蓉,吴娟,等．神经外科重症机械通气患者脱机失败

预测模型的构建[J]．军事护理,２０２３,４０(６):９Ｇ１２．
[１７]耿芹,尹婷婷,徐洁．不同体位按需吸痰方案在神经外科重症气

管切开病人中的应用分析[J]．循证护理,２０２２,８(１３):１８２９Ｇ

１８３２．
[１８]TIANZ,HU B,MIAO M,etal．KetorolactromethaminepreＧ

treatmentsuppressessufentanilＧinducedcoughduringgeneral

anesthesiainduction:aprospectiverandomizedcontrolledtrial
[J]．BMCAnesthesiol,２０２０,２０(１):２０５Ｇ２１１．

[１９]苏阳,石晶晶,明宝红．酸冰刺激疗法联合吞咽训练治疗脑卒中

后吞咽功能障碍的效果及对呛咳状态和进食情况的影响[J]．检

验医学与临床,２０２２,１９(１２):１７０６Ｇ１７０８．
(本文编辑:沈园园)

０９ 军事护理　２０２５年１月,４２(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