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影响*

c

+

#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

"%!&

#

""

$

!!

&!

!$6&0!$68#

*

'

+ 徐林军#沈丹红#徐晶芳#等
#

循证管理在医院手术室感染

控制中的影响分析*

c

+

#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

#

"&

$

!(

&!

'"((0'"6%#

*

$

+ 卢潇潇#皮远萍#王国碧#等
#

应用
K4L+

循环降低患者身

份识别缺陷率*

c

+

#

护理学杂志#

"%!'

#

"6

$

&

&!

806#

*

&

+ 陈永凤
#K4L+

循环在手术室护理安全管理中的应用效

果*

c

+

#

解放军护理杂志#

"%!$

#

7"

$

"7

&!

8%08"#

*

8

+ 朱玢
#

细节护理在手术室优质护理中的应用及效果评价

*

c

+

#

中国药物与临床#

"%!&

#

!&

$

'

&!

&%!0&%7#

*

(

+ 孔令珍
#

细节护理在手术室优质护理服务中的应用效果

分析*

c

+

#

实用临床医药杂志#

"%!$

#

!6

$

&

&!

(!0('#

*

6

+ 许玲玲
#

精细化管理在基层医院手术室管理中的应用

*

c

+

#

中医药管理杂志#

"%!'

#

(

$

!&

&!

"6!0"6"#

*

!%

+罗贤慧
#

循证管理对医院手术室感染控制和护理工作质

量的影响*

c

+

#

中国医药导报#

"%!8

#

!'

$

!&

&!

!'&0!'6#

*

!!

+毛晓红#王庆丰#杨芳#等
#

手术室医院感染因素与预防措

施研究*

c

+

#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

#

"&

$

$

&!

!!870

!!8$#

*

!"

+郭光泽#乔晓春
#

手术切口感染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c

+

#

中

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7

#

"7

$

!&

&!

7(6!07(67#

*

!7

+关柏秋#曹晓艳#董淑琴#等
#

手术室细节护理在确保手术

室护理安全中的应用效果研究*

c

+

#

实用临床医药杂志#

"%!'

#

!(

$

!"

&!

$80&%#

*

!'

+杨青青
#

风险因素管理护理用于降低手术室感染率中的

管理方法及效果*

c

+

#

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

"%!&

#

7&

$

"

&!

"'70"'$#

*

!$

+吴育菡#符冰
#

手术室细节护理管理在医院感染控制中的

作用*

c

+

#

海南医学#

"%!$

#

"&

$

!8

&!

"&'80"&'(#

$收稿日期!

"%!80!!0!!

!!

修回日期!

"%!(0%!0%7

&

!临床探讨!

!"#

!

$%&'()(

"

*

&+,,-&$)./0(122&/%$3&$%&%1'

公务人员健康体检慢性疲劳综合征的状况研究

陈英艳!王
!

倩!李小珍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健康体检部!西安
8!%%%'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健康体检的公务人员慢性疲劳综合征"

LXW

$的状况%方法
!

随机选取
"%!7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进行健康体检的
!%""

例公务人员!

!%"

例经体检患有
LXW

作为观察组!

6"%

例无
LXW

作为对

照组%

"

组研究对象进行调查问卷并统计问卷结果!运用疲劳程度分级量表测试疲劳程度!并运用疲劳自评量

"

XW+W

$进行自我评定#使用症状自评量表"

WLR06%

$评定疲劳症状#采用
WX07&

量表测量生命质量%结果
!

观

察组男性
(&#85

疲劳程度为
7

级疲劳及以上!高于女性"

86#'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且多为
7

级疲

劳及以上!疲劳程度高#观察组在偏执与强迫方面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观察组在躯体

化&抑郁&焦虑及精神病方面得分均高于对照组!观察组评分总分为"

!7!#"&]$!#$6

$分!明显高于对照组

*"

!"!#7%]'6#7(

$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观察组生理功能和社会功能及生理职能等方面得分与对

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躯体疼痛&活力&情感职能&总体健康&精神健康等各方面评分均显著

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LXW

公务人员疲劳程度较高!疲劳症状较多且生命质量较

差!应引起重视%

关键词"健康体检#

!

公务人员#

!

慢性疲劳综合征

中图法分类号"

17!6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8"06'$$

"

"%!(

$

!%0!$%$0%7

!!

慢性疲劳综合征$

LXW

&是由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正

式命名#具体表现为生理亚健康)情绪障碍和工作效

率低下#给患者的家庭和社会造成不必要的负担(

LXW

的主要特征!$

!

&致病因素复杂#可由生活事件)

刺激等产生($

"

&患者的体格与常规检查无明显异

常#因此症状界定困难($

7

&病理机制无法明确#不能

根治*

!0"

+

(

LXW

多发生在公务人员人群中#且发生率

较高#对生活和工作造成极大影响#现代快节奏生活#

临床慢性疲劳)精神紧张的人群日愈增多#

LXW

将成

为影响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

70'

+

(现探讨健康体

检公务人员
LXW

状况#为临床治疗
LXW

提供借鉴(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随机选取自
"%!7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进行健康体检的
!%""

例公务人员#

!%"

例经

体检患有
LXW

作为观察组#

6"%

例无
LXW

作为对照

组(观察组男
&(

例#女
7'

例#年龄
!(

!

&$

岁#包括

教育事业工作者)医疗卫生技术者)科研技术人员)公

共管理人员)公务人员等#均符合美国疾病控制中心

制定的相关诊断标准!反复或经常性出现大于
&

个月

的原因不明疲劳状态#且休息后无法得到有效缓解#

目前患者的生活自理能力)社交能力)接受教育能力)

职业工作能力均有明显的下降(患者至少具备下列
'

项及以上症状!$

!

&腋窝下淋巴结持续性肿大或颈部

僵直无力($

"

&记忆力或者注意力明显下降($

7

&肌

肉疼痛($

'

&咽痛($

$

&反复头痛($

&

&劳累后肌痛(

$

8

&多发性关节痛($

(

&失眠多梦(排除标准!$

!

&明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R2*S>3LC.A

!

S2

G

"%!(

!

T/C#!$

!

U/#!%



确诊断的精神疾病($

"

&哺乳期)妊娠期女性($

7

&近

期有外伤)手术史)急性感染($

'

&明确诊断的躯体疾

病(对照组男
$8%

例#女
7$%

例#年龄
!(

!

&&

岁#包

括公共管理人员)医疗卫生技术人员)公务人员)科研

人员)教育事业工作者#无躯体疾病)精神疾病及
LXW

表现(

$#/

!

方法

$#/#$

!

健康体检
!

肝)胆)胰)脾及双肾的
-

超检查%

给予内科与外科的体格检验%胸部
a

光片%心电图%血

脂
'

项$低密度脂蛋白)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三

酰甘油&%肾功能
'

项$尿酸)空腹血糖)肌酐)尿素

氮&%肝功能
$

项$谷氨酸氨基转移酶)丙氨酸氨基转

移酶)球蛋白)清蛋白)总蛋白&%尿常规与血常规(

$#/#/

!

问卷调查
!

被试者进入同一房间#由实验人

员讲解填表事项后#被试者自行填写表格#被试者填

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应及时询问实验人员#调查人员

言语应处于中性并由被试者最终决定答案的填写#完

成整个问卷填写过程约需时
7%

!

'%@.A

#被调查者独

立完成问卷#并当场回收问卷(采用
R.d><$

级评分

制对答案统计得分(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一般情况0

/疲劳程度0/健康状况0/心理状况0等(

$#'

!

评价指标
!

$

!

&运用疲劳程度分级量表测试疲

劳程度#并运用疲劳自评量表$

XW+W

&进行自我评定#

量表
!

!

""

项的评定分
$

级#分别定为
%

)

!

)

"

)

7

)

'

分#总分为
((

分#得分越高则疲劳程度越重(将疲劳

状态分为
'

个等级#即/无疲劳0/

!

级疲劳0/

"

级疲

劳0/

7

级疲劳0及以上($

"

&运用
WX07&

量表测量生命

质量#包括
(

个方面!即生理职能$

1K

&)躯体疼痛

$

-K

&)生理功能$

KX

&)总体健康水平$

V)

&)社会功能

水平$

WX

&)情感职能评价$

1Y

&)活力$

T:

&)精神健康

$

S4

&($

7

&运用症状自评量表$

WLR06%

&评价疲劳症

状#内容包括精神病性)人际关系敏感程度)强迫症

状)恐怖)焦虑)抑郁)偏执)躯体化)敌对等
6

个关键

因素($

'

&评定被试者家庭生活)自我满意度
"

个方

面的得分#了解受调查者对自身家庭婚姻状况的满意

程度#设计该问卷共包括
(

个项目#并采用
R.d><$

级

评分标准制!/完全没有0/很少有0/有0/经常有0/几

乎总是0(自制自我满意度问卷调查公务人员对人际

关系状况)工作能力现状)经济状况现状)自身形象感

知等项目的满意程度(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WKWW!6#%

统计软件对数据

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
M]<

表示#组间比较使用
=

检

验#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应用
!

"

检验#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观察组不同性别疲劳程度结果比较
!

观察组男

性
(&#85

疲劳程度为
7

级疲劳及以上#高于女性

$

86#'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且观察组多

为
7

级疲劳及以上#疲劳程度较高(见表
!

(

表
!

!!

观察组不同性别被试者疲劳程度结果比较'

'

#

5

$(

类别 例数$

'

& 无疲劳
!

级疲劳
"

级疲劳
7

级疲劳及以上

男性
&( % !

$

!#$

&

(

$

!!#(

&

$6

$

(&#8

&

女性
7' % % 8

$

"%#&

&

"8

$

86#'

&

!

"

7#(%$ '#%"$ $#7'7

! %#%'8 %#%'' %#%7$

/#/

!

"

组疲劳症状结果比较
!

观察组在偏执与强迫

方面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在

躯体化)抑郁)焦虑及精神病性方面得分均高于对照

组#观察组评分总分为$

!7!#"&]$!#$

&分#明显高于

对照组*$

!"!#7%]'6#7(

&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见表
"

(

表
"

!!

"

组疲劳症状结果比较#

M]<

&分$

类别 观察组$

'9!%"

& 对照组$

'96"%

&

= !

躯体化
!#87]%#&! !#7%]%#&" "#!'$ %#%'!

抑郁
!#&$]%#$& !#7']%#'8 "#!%7 %#%'7

偏执
!#'!]%#$8 !#'8]%#&! !#$8& %#%$7

强迫
!#'7]%#$$ !#7(]%#7( !#$(6 %#%$$

焦虑
!#8&]%#&7 !#'6]%#&" "#7%! %#%78

精神病性
!#"6]%#'6 !#"7]%#'$ "#"%8 %#%'"

总分
!7!#"&]$!#$6 !"!#7%]'6#7( "#!87 %#%76

/#'

!

"

组生命质量结果比较
!

观察组患有
LXW

#生理

功能)生理职能及社会功能得分与健康者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

$

%#%$

&#躯体疼痛)总体健康)活力#

以及情感职能)精神健康各项项目得分与对照组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7

(

表
7

!!

"

组生命质量结果比较#

M]<

&分$

类别 观察组$

'9!%"

& 对照组$

'96"%

&

= !

KX 8(#87]"7#&! 86#7%]""#&" !#&%8 %#%$"

1K ("#&$]"!#$& (%#7']"'#'8 !#877 %#%$'

-K 8"#'!]"!#$8 87#'8]"!#&! !#&7& %#%$7

V) $$#'7]!6#$$ &$#7(]!(#7( "#"76 %#%7$

T: '&#8&]!8#&7 &!#'6]!&#&" "#"%8 %#%78

WX 8'#"6]"!#'6 8'#"7]"%#'$ !#&%8 %#%$"

1Y $&#"7]!$#'" &'#'(]!8#$" "#'%$ %#%"(

S) $!#"&]!$#$6 &'#7%]!(#7( "#!8" %#%76

'

!

讨
!!

论

!!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M

&的一项世界性调查结

果显示#仅有
$5

的人群身心健康#

"%5

患有疾病#而

处于亚健康状态占
8$5

(绝大多数人都处于亚健康#

这种状态介于疾病和健康之间#也称病前状态)灰色

状态)亚临床期等#虽有潜在的病理信息#却无具体明

显的临床症状#

LXW

是最主要的表现形式*

$08

+

(

LXW

是以低热$或自觉发热&)注意力不易集中)疲劳)头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R2*S>3LC.A

!

S2

G

"%!(

!

T/C#!$

!

U/#!%



痛)记忆力下降)肌痛)咽喉痛)关节痛)抑郁)睡眠障

碍等精神性表现为主*

(

+

(由于人们在社会文化层次)

适应能力)年龄)免疫力等方面具有个体差异#

LXW

也

会出现错综复杂的表现类型(有关研究显示#

LXW

的

发生与遗传因素)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生活方式等密

切相关*

60!!

+

(

LXW

对生活质量造成极大的影响#随着

当代生活节奏的逐渐加快#主诉为
LXW

的患者逐渐增

多#其成为目前影响健康的主要因素之一*

!"

+

(

本研究采用疲劳程度分级量表对疲劳及倦怠程

度进行初测#显示观察组男性与女性都有不同程度的

疲劳感且疲劳程度较高#说明
LXW

患者具有较严重的

疲惫感#对生活和工作造成不便*

!70!'

+

(

LXW

患者易表

现出抑郁或焦虑等情绪且发生率比健康者较高#

LXW

患者抑郁特征为轻度抑郁#精力下降#焦虑特征为容

易紧张)提高任务的困难度#从而降低工作速度#致使

效率下降%部分患者会心理暗示从而使情绪特征转化

为身体症状#主要表现为头昏)四肢无力#表明
LXW

长

期处在担忧)紧张)焦虑的情境中#表现为无精打彩#

以及心情压抑等情绪问题#对工作要求完美却又丧失

了工作热情#导致压力更大#工作效率更低#身心疲劳

加重(

LXW

患者发生情绪障碍和生命质量下降存在

密切联系#如患者的焦虑)抑郁等情绪特征表现得越

明显#其总体情感职能)活力程度)身心健康水平就越

低*

!$

+

(目前医疗模式不再以保证生命数量为主要目

的#如何有效提高生命质量也是需要解决的主要

问题(

本研究结果显示#

LXW

患者生命质量下降的主要

表现特征为精神健康水平)情感职能)精力及生理健

康状况均低于健康者#说明
LXW

患者对自己的疲劳程

度和精力下降状况在主观上错误地产生了较为负面

的自我评价#从而消极预测自身的健康状况与发展趋

势#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LXW

患者感觉自己目前的精

神健康)活力状况均不如从前#其焦虑)抑郁等情感问

题对学习活动)日常生活均造成了不利影响#可能与

LXW

患者竞争激烈)人际关系紧张)文化娱乐较少)沉

迷网络)缺乏足够运动等因素有关(

LXW

患者的社会

交往功能)生理职能与生理功能的得分与健康者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提示躯体活动

完全自由#生理体征与社会功能状态并无明显异常#

但躯体疼痛)精神健康)情感职能)总体健康)活力各

项目得分显著低于对照组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综上所述#健康体检后患有
LXW

的公务人员疲劳

程度较高#疲劳症状较多且生命质量较差#应引起重

视#考虑改善
LXW

相关人群的情绪问题)改变
LXW

相

关人群对工作压力和人际关系的不恰当的自我认知#

改善患者心理压力#缓解其压力与疲劳的状态#从而

全面提高患者的生命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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