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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咽生命质量量表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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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K很多疾病在进展过程中都可出现吞咽障碍#其主要表现为

食团由口腔经过咽和食管入胃的过程中出现吞咽困难$ 吞咽障

碍可使患者进食困难导致其营养不良#甚至引起误吸性肺炎而

危及其生命#严重影响着患者的生命质量
%,&

$ 根据世界卫生组

织的定义#生命质量 ' k".4/'51>4/>%# _̂P(是指生活于不同文化

和价值体系中的个人对于其目标"期望"标准以及所关注的问题

有关联的生存状况的体验#主要包括!身体状况"心理状况"独立

能力"社会关系"生活环境以及宗教信仰与精神寄托六个领

域
%(&

$ 而为了准确评估患者吞咽障碍的程度及其对生命质量

的影响#吞咽障碍生命质量量表在国内外的临床研究中越来越

受到重视$

目前#在临床上使用的吞咽障碍生命质量量表分为普适性

量表及特异性量表#普适性量表包括医疗结局研究简表 '#%B/A

@.41"'@1#%<<'"B5<81&'>1&#FG#+3AFG(

%F&

"世界卫生组织生命质

量测定简表'W1&4B !%.4'8 _&9.0/].'/10 "̂.4/'51>P/>%7&/%>+@.4%#

W!_̂ _PA72*3(

%O&

"欧洲生命质量测量量表 '*"&1Ak".4/'51>

4/>%#*"&1̂_P(

%E&

等#这些量表适用面广#但难以全面评估吞咽

障碍患者的生命质量$ 特异性量表则包括吞咽生命质量量表

'<V.441V/09Ak".4/'51>4/>%#+WYPÂ_P(

%G&

和安德森吞咽障碍量表

''8%-:;:Y0B%&<10 B5<=8.</./0Z%0'1&5#-;Y;[(

%H&

$ +WYPÂ_P

可针对某一病因的吞咽障碍患者#围绕生理"情感"社会等方面

评估患者的生命质量#针对性较强#评估时不易被患者其他疾病

症状所干扰*而 -;Y;[只适用于头颈部肿瘤患者#不能对其他

病因患者的吞咽生命质量做出评估$ 本文对近年国内外+WYPA

_̂P的研究情况进行综述#旨在为该量表的临床推广提供更多

的参考依据$

RV7SCW9S的修订

+WYPÂ_P是由 -@!1&0%5等
%G#J&

在 (DDD 年专门为评价吞

咽障碍患者的生命质量而设计的评估工具$ 该量表最早是从

,JE 项条目中选取出来#形成了一个具有 IF 项条目的量表#而

后这个量表被进一步缩减成 ( 个不同的简易量表!包含 OO 项条

目的+WYPÂ_P和包含 ,E 项条目的+WYPALY2*'用于评价吞

咽障碍治疗效果的主观量表($ +WYPÂ_P量表中的 OO 项条目

涵盖了 ,, 个维度#其中 J 个为吞咽相关的维度合计 (E 项条目#

包括心理负担"进食时间"食欲"食物选择"语言交流"进食恐惧"

心理健康和社会交往*( 个普通维度'合计 E 项条目(#包括疲劳

和睡眠*, 个吞咽症状频率维度'合计 ,O 项条目($ 该量表采用

P/?%&'评分#分 , hE 五个等级#等级 ,'D 分(表示-一直有.#等

级 ('(E 分(表示-经常有.#等级 F'ED 分(表示-有时有.#等级

O'HE 分(表示-几乎没有.#等级 E',DD 分(表示-从来没有.#得

分越高生命质量越好$ 整个量表要求的 (D hFD #/0 完成$

RV7SCW9S信度效度的研究

目前#+WYPÂ_P已被不同国家的学者翻译成不同语言#并

且对其信度和效度进行研究$

信度方面#L&10$.@8

.

系数是用于分析量表内部一致性的指

标#在 D h, 之间#

.

系数越高#信度越高#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越

好$ -@!1&0%5

%G#J&

的初始研究中# +WYPÂ_P内各个维度的

L&10$.@8

.

系数为 D:HI hD:I,#说明此量表具有很好的内部一

致性$

(DDI 年#2/0?%4等
%I&

用+WYPÂ_P在 ,D( 例口腔癌"口咽部

癌吞咽障碍患者和 ,,, 例健康人中进行了信度和效度测定#并

在 (I 例患者中进行了重测信度检验#结果显示#该量表信度高#

可行性高#在对头颈部肿瘤吞咽障碍患者的生命质量评价中敏

感度为 IOf#特异度为 JOf#建议今后将该量表用于头颈部肿

瘤吞咽障碍的患者$ 同年#719..&B'等
%E&

将 +WYPÂ_P翻译成

荷兰语 版 的# 并 研 究 了 其 信 度# 除 食 欲 和 语 言 交 流 领 域

L&10$.@8

.

得 分 较 低 外#其 他 领 域 L&10$.@8

.

均 大 于 D:J$

\8.4B1"0等
%,D&

将+WYPÂ_P翻译成法文#并对 HF 例患者进行测

试#结果发现#L&10$.@8

.

系数均大于 D:H#但在其研究中#并未

对吞咽障碍患者的病因进行限制$ (D,( 年#3/0/]/.等
%F&

对瑞典

版+WYPÂ_P进行横断面研究#结果发现#除食欲'

.

dD:GI(和

睡眠'

.

dD:GJ(领域外#其余各项得分均大于 D:H$ 香港理工大

学的 P.#等
%O&

将+WYPÂ_P翻译成中文'香港版(#在 ,DD 例患

者中进行信度测定#并在 (D 例患者中进行重测信度检验#结果

证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并指出该量表可能不适合需留置

胃管鼻饲的患者#因为该类人群在研究中只占据了 Ef#不具有

代表性$

效度方面#很多研究都将+WYPÂ_P与以往的常用标准量

表进行比较#检测两者之间的相关性$ 719..&B'等
%E&

将 +WYPA

_̂P与 *"&1̂_P进行比较#结果显示#+WYPÂ_P仅进食时间"

社会交往"疲劳维度与 *"&1̂_P的视觉疼痛评分 'Z/<".4.0.A

419"%<@.4%#NY+(显著相关'8

"

D:FD(#其余项目间均不具相关

性#原因可能是由于 *"&1̂_P是一个普适性健康量表#而+WYPA

_̂P的针对性更强#因此两者相关性不强$ +=%5%&等
%,,&

针对头

颈部肿瘤患者采用吞咽障碍指数 ' B%94"'/'/10 8.0B/@.= /0B%U#

;![("-;Y;[和 +WYPÂ_P进行评估#并检测三者间的相关

性#结果显示#;![和 -;Y;[两者均与+WYPÂ_P有显著相关

性$ 3/0/]/.等
%F&

的研究也指出#+WYPÂ_P与 +3AFG 和医院焦

虑抑郁量表'81<=/'.4.0U/%'5.0B B%=&%<</10 <@.4%#!Y;+(具有一

定相关性$ P.#等
%O&

将香港版 +WYPÂ_P与香港版W!_̂ _PA

72*3进行了效度检测#结果发现#两者具有显著相关性 '8d

D:FJH hD:HDE#!eD:DE(#中文版+WYPÂ_P的社会交往维度与

香港版 W!_̂ _PA72*3的个人关系"娱乐活动项目显著相关*

)IEI)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 (D,E 年 ,( 月第 FH 卷第 ,( 期KL8/0 CM85<-%B 2%8.$/4# ;%@%#$%&(D,E# N14:FH# 61:,(



中文版+WYPÂ_P的的疲劳维度和香港版 W!_̂ _PA72*3的

精力与疲倦项目明显相关*中文版+WYPÂ_P的睡眠维度和香

港版 W!_̂ _PA72*3的睡眠与休息项目明显相关*中文版

+WYPÂ_P的 G 个吞咽障碍相关维度和香港版 W!_̂ _PA72*3

的进食项目明显相关$ 该研究还发现#W!_̂ _PA72*3中的生

活环境"卫生保健服务"交通情况等项目和+WYPÂ_P中任何一

个维度均不相关$

RV7SCW9S的应用

有研究显示#+WYPÂ_P可广泛应用于各种原因导致的吞

咽障碍患者$ (DDE 年#+.&.8 等
%,(&

采用+WYPÂ_P评估鼻咽癌

患者的生命质量#并证明吞咽障碍可显著影响患者的生命质量$

(DDJ 年#7.0B%/&.等
%,F&

的研究指出#+WYPÂ_P适用舌癌术后

吞咽障碍患者$ (D,D 年#P%1V等
%,O&

的研究发现#帕金森患者较

与健康人的+WYPÂ_P得分明显下降#且在食物选择和进食时

间维度表现最为突出$ (D,, 年#+/<?.等
%,E&

对颈椎前路手术后

吞咽障碍患者使用 +WYPÂ_P评价其生命质量#结果显示#

+WYPÂ_P可准确评价此类吞咽障碍患者的生命质量$ 同年#

R/.等
%,G&

采用 +WYPÂ_P评价了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治疗

前"后生命质量#结果发现#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治疗前"后

+WYPÂ_P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eD:DE($

许多研究显示#+WYPÂ_P适用于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但

由于部分脑卒中患者在吞咽障碍的基础上还合并有语言交流和

认知的障碍#+WYPÂ_P是否适用该类患者+WYPÂ_P#学者们

开展了该项研究$ (D,( 年#P%##%0<等
%,H&

针对脑卒中后伴有或

不伴有语言交流"认知障碍的患者 EH 例#使用面谈模式代替自

评问卷完成+WYPÂ_P量表#结果证明#面谈模式可行性非常

好#同时不会减低研究的重测信度$ 由此可见#伴有语言交流和

认知障碍的患者仍然能在一定条件下进行+WYPÂ_P评估$

近年来#有学者运用+WYPÂ_P研究吞咽障碍患者生命质

量的同时#对影响吞咽障碍患者生命质量的各种因素也进行了

研究$ -@!1&0%5等
%,J&

通过吞咽造影研究生命质量与食团流动

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WYPÂ_P评分与口腔运送时间和整个

吞咽时间显著相关$ M41V#.0AM&/0%等
%,I&

将帕金森患者分为吞

咽障碍组及非吞咽障碍组#同时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吞咽

生命质量与整体生命质量"社交功能和抑郁等条目显著相关#但

与病程长短及病情严重程度无显著相关性$ P%1V等
%,O&

也在研

究中对不同阶段的帕金森患者进行研究#结果发现#随着帕金森

病情的进展#患者的吞咽生命质量越来越差#包括食欲变差"食

物选择困难"进食时间延长等$ P1Z%44等
%(D&

对鼻咽癌患者的吞

咽生命质量进行可评价#结果显示#吞咽生命质量与患者的病

程"接受放疗的程度以及健康相关生命质量有显著相关性$

2/0?%4等
%(,&

对喉癌患者的研究也发现#+WYPÂ_P得分与整体

生命质量"嗓音功能"语言功能及情绪压力等方面有显著相关

性$ 以上研究均提示#对于不同疾病所致的吞咽障碍患者#其生

命质量的影响因素各有差别#对这些因素的干预是否可以提高

患者的生命质量#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RV7SCW9S在国
!

的研究进展

由于+WYPÂ_P具有很好的信度和效度#而且可行性高"针

对性强#因此在国外已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原因所致的吞咽障碍

患者$ 但是在国内#关于中文版+WYPÂ_P信度效度的研究尚

未见报道#而 P.#等
%O&

在研究中使用的是香港版的+WYPÂ_P#

其是否适用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中国人群尚未进行深入研究$

虽然+WYPÂ_P尚未正式翻译成中文版#但很多学者也使

用其评价吞咽障碍患者的生命质量#并取得一定的效果$ (DDH

年#神平等
%((&

采用+WYPÂ_P对 GJ 例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

合征患者手术前及术后进行问卷调查$ (D,, 年#张海容
%(F&

在

研究中使用+WYPÂ_P作为评价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治疗前"

后生命质量的工具$ (D,( 年#严毛晓等
%(O&

用+WYPÂ_P测评了

喉部分切除患者 IG 例的生命质量#比较了不同手术方式对患者

吞咽功能的影响$ (D,F 年#顾一飞等
%(E&

在评估颈前路人工椎

间盘置换术和颈前路椎间减压融合术两种不同术式对术后早期

吞咽功能的影响时#使用+WYPÂ_P作为评估工具之一$ 同年#

衣玉丽等
%(G&

也采用+WYPÂ_P评估了鼻咽癌术后吞咽障碍患

者 ED 例的生命质量$

但是#这些研究使用的+WYPÂ_P都是通过作者自己翻译

或者是使用香港版的量表#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且没有经过信度

和效度的检验#难以把其作为临床常规评估量表进行使用#因

此#必须结合国内患者的实际情况对其进行编译#并对其信度和

效度的研究$

RV7SCW9S的研究存在问题及展望

+WYPÂ_P是根据现代多元统计分析原理#借助心理测试

的方法学进而设计的一个标准的"针对吞咽障碍患者特异性的

健康结局测量工具#其目的是在临床医生的判断与患者的自我

感受之间尽量取得一致#以便客观地评价不同治疗模式对吞咽

生理功能和吞咽障碍患者自我感受的影响
%EAG&

$ 但 +WYPÂ_P

仍然有其局限性$ 由于量表的填写必须依靠患者的自我感觉#

对于伴有认知障碍和失语症的患者来说很难独立完成#只能在

照顾者"家属的协助下完成$ 在这些情况下得出的结果是否可

信#尚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针对国内研究的现状#未来的研究应该根据国内汉化量表

的标准程序对+WYPÂ_P进行汉化#并针对吞咽障碍患者进行

信度效度的研究#从而更加明确影响此量表的各种相关因素#例

如使用鼻胃管与经口进食患者之间"独自完成量表与在协助下

完成量表患者之间在+WYPÂ_P的得分上是否存在明显差异$

同时#根据不同的病因进行分析比较#得出更客观的结论$

随着临床工作者对+WYPÂ_P的认识不断加深#其也将越

来越多地被研究使用#而量表信度和效度的研究是一个长期的

工作#未来的研究可以继续在汉化的基础上进行修改"编制#考

察该量表的概念等价性"语义等价性"技术等价性以及心理测量

等价性#同时与临床常用的标准量表进行对比分析#从而得出更

符合中国文化背景的+WYPÂ_P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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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对论文中实验动物描述的要求

根据国家科学技术部 ,IJJ 年颁布的0实验动物管理条例1和卫生部 ,IIJ 年颁布的0医学实验动物管理实施细则1#0中华物理

医学与康复杂志1对论文中有关实验动物的描述#要求写清楚以下事项!

!

品种"品系及亚系的确切名称*

"

遗传背景或其来源*

#

微生物检测状况*

$

性别"年龄"体重*

*

质量等级及合格证书编号*

+

饲养环境和实验环境*

,

健康状况*

-

对实验动物的处理

方式$

医学实验动物分为四级!一级为普通级*二级为清洁级*三级为无特定病原体'+M3(级*四级为无菌级$ 卫生部级课题及研究生

毕业论文等科研实验必须应用二级以上的实验动物$

),GI)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 (D,E 年 ,( 月第 FH 卷第 ,( 期KL8/0 CM85<-%B 2%8.$/4# ;%@%#$%&(D,E# N14:FH#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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