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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调查下肢静脉曲张患者疾病认知行为现状及健康教育需求$方法!按目的抽样原则!
自行设计问卷对#$#$年2月至#$##年.月在重庆某三甲医院血管外科门诊就诊的.2!例下肢静脉曲张患者
进行调查统计分析$结果!高达9043./"#9").2!#患者疾病认知得分为$分或未得分!仅240./"3).2!#患者
得分为1分或满分$"!42"/"!#9).2!#患者从未接受过静脉曲张治疗$患者疾病知识获取主要来自医护人员
&9"4$$/"#!").2!#'及亲友&9240#/"#29).2!#'!最需要接受下肢静脉曲张治疗&.1491/"!$$).2!#'(保健康
复&.#499/"#"3).2!#'(预防&9#411/"##$).2!#'相关疾病知识健康教育$不同年龄(居住地和文化程度的患
者疾病认知水平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E%$4$.#$结论!下肢静脉曲张患者普遍缺乏疾病相关知识!就
医意识淡薄!健康教育需求明确$医务人员需针对不同年龄(居住地和文化程度患者提供更积极(有效的健康
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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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肢静脉曲张在一般人群中患病率为2$/#
#$/%2%#&'是慢性静脉功能不全最常见疾病'病变浅静
脉表现为伸长(扩张和蜿蜒曲折'该疾病不仅增加患
者血栓栓塞性疾病风险'还提升心血管事件和死亡发
生率%!%.&)一篇纳入9"99例下肢静脉曲张患者的队
列研究显示'下肢静脉曲张患者心血管事件发生风险
为一般人群的近#倍'死亡率为24!9倍%9&)下肢静
脉疾病患者通常因为疾病认知不足(就医不及时或经
济困难等诸多原因致使治疗延误'病情加重%.%"&)截
至目前'虽然关于下肢静脉曲张治疗的研究较多'但
有关于下肢静脉疾病早期诊断治疗干预的研究仍缺

乏)本研究对.2!例下肢静脉曲张患者的疾病认知
行为现状及健康教育需求行调查分析'为进一步实施
健康教育干预提供依据)

C!对象与方法

C4C!调查对象!选取#$#$年2月至#$##年.月在
重庆某三甲医院血管外科门诊就诊的.2!例下肢静
脉曲张患者为调查对象)纳入标准!#2$年龄大于或
等于21岁患者+##$患者症状按临床表现(病因(解剖
和病理生理#'*:R$分类法%0&判定为'2#'"级者
%'2级为有毛细血管扩张#症$"网状静脉丛+'#级为
静脉曲张+'!级为患肢水肿+'9级为皮肤或皮下组织
改变'色素沉着或湿疹(皮下脂肪硬化症或白色萎缩
症+'.级为愈合期溃疡+'"级为有活动性溃疡&+#!$
站立状态下'患者患肢皮下静脉直径大于!FF+#9$
具备一定的沟通理解能力'愿意参加本研究者)排除
标准!#2$合并深静脉血栓(深静脉血栓形成后综合
征(髂静脉压迫综合征等其他慢性静脉疾病患者+##$
合并深静脉瓣膜功能不全(深静脉血栓(卵圆孔未闭
等由右向左分流的先天性心血管发育畸形疾病患者+
#!$不能有效沟通(不愿意参与本研究者)

C4D!调查方法

C4D4C!调查工具!#2$患者一般资料及疾病相关信
息问卷'内容包括人口社会学资料#年龄(性别(居住
地(文化程度(职业(医疗费用支付方式$和疾病相关
资料#'*:R分级(病程$)##$患者疾病认知情况及
治疗行为问卷'问卷涵盖疾病认知情况(疾病治疗行
为两部分'疾病认知情况包含下肢静脉曲张发生原
因(产生危害(如何预防(如何治疗9个项目内容#不
知道记$分'部分知道记2分'知道记#分+总得分

$#1分$+疾病治疗行为包含是否接受过下肢静脉曲
张治疗(治疗方式%手术(药物(穿戴医用压力梯度袜
#穿戴医用压力梯度袜能够有效地缓解或改善下肢静
脉和静脉瓣膜所承受压力'已成为下肢静脉曲张不可
或缺的预防和加压治疗方式%.&$&#个项目内容'其中
不同治疗方式下设子项目)#!$疾病知识获取来源及

健康教育需求问卷'内容包括疾病知识获取来源及健
康教育需求两部分'疾病知识获取来源设医护人员(
亲友(媒体(其他9个选项+健康教育需求设病因(危
害(预防(治疗(保健康复及其他"个选项)

问卷设计征求专家意见后反复修改完善'经.名
护理专家评审内容效度指数为$410)调查符合医学
伦理原则'已获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均签
署知情同意书)

C4D4D!资料收集!问卷由研究者解释后发放'通过
自填或访谈方式完成'文化程度低不能自行填写的患
者由调查人员询问填写'问卷填写完毕当场收回并核
查)共发放问卷 ..$ 份'回收 .!2 份'回收率为

3"4./'其中有效问卷.2!份'有效回收率为3"4"/)

C4E!统计学处理!采用*J6TA?A!42建立数据库'经
双人核对后录入)使用)R))#.4$统计软件包行数据
分析)计数资料以构成比或百分比表示'采用"# 检

验+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j>表示'采用5检
验+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E#.'E0.$表示'
采用非参数 ÊM-GAI%bAII6-" 检验'两两比较采用

(A77%bB6?7>OA 检验)E%$4$.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D!结!!果

D4C!下肢静脉曲张患者一般资料及疾病相关信
息!共调查.2!例患者'其中男#2.例'女#31例+年
龄23#11岁'平均#.!431j2#4#!$岁+病程2#..
年'中位病程.9#90'"#$年)详情见表2)

表2!!下肢静脉曲张患者一般资料及疾病相关

!!!信息&*e.2!'

项目 * 构成比#/$

年龄#岁$

!%9. 3. 214.#

!9.#%"$ #.# 9342#

!&"$ 2"" !#4!"

性别

!男 #2. 92432

!女 #31 .14$3

生活居住地

!乡村 31 2342$

!小城镇 292 #0493

!县级以上大中城市 #09 .!492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2.2 #349!

!初中至高中#含中专$ #"2 .$411

!大专及以上 2$2 234"3

*1#.2* 现代医药卫生#$#!年.月第!3卷第3期!X(<K(>K+>AI?B!(AO#$#!!Y<I4!3!Z<43



续表2!!下肢静脉曲张患者一般资料及疾病相关

!!!信息&*e.2!'

项目 * 构成比#/$

职业

!务农 221 #!4$$

!退休 1! 2"421

!个体经营 0" 29412

!工人 09 2949#

!教师 !$ .41.

!其他 2!# #.409

医疗费用支付方式

!农村医保 2!0 #"402

!居民医保 0. 294"#

!职工医保 219 !.410

!自费 220 ##41$

'*:R分级

!'2级 2$ 243.

!'#级 !9" "049.

!'!级 91 34!"

!'9级 0! 294#!

!'.级 #1 .49"

!'"级 1 24..

病程#年$

!%. ##9 9!4""

!.#2$ 29$ #04#3

!$2$ 293 #34$.

!!注!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年$对于年龄划分的标准'%9.岁为

青年'9.#%"$岁为中年'&"$岁为老年)

D4D!下肢静脉曲张患者疾病认知行为现状!下肢静
脉曲张患者疾病认知情况(认知得分分布见表#(!)
高达9043./##9"".2!$患者疾病认知得分为$分或
未得分'仅240"/#3".2!$患者得分为1分或满分)

"!42"/#!#9".2!$的患者表示从未接受过任何下肢
静脉曲张治疗'仅!"419/#213".2!$患者接受过治
疗'患者疾病治疗行为见表9)本研究.2!例患者中
有!""例从未穿戴过医用压力梯度袜'调查这!""例
患者未穿戴原因依次为不知晓#1049!/$(没必要
#.49"/$(价格贵##40!/$(其他#94!0/$)
表#!!下肢静脉曲张患者疾病认知情况"*e.2!(*&/'#

项目 知道 部分知道 不知道

下肢静脉曲张发生原因 21#!4.2$ 20$#!!429$ !#.#"!4!.$

下肢静脉曲张产生危害 #$#!43$$ 219#!.410$ !$3#"$4#!$

如何预防下肢静脉曲张 22##429$ 29$##04#3$ !"##0$4.0$

如何治疗下肢静脉曲张 2!##4.!$ 2"9#!2430$ !!"#".4.$$

D4E!下肢静脉曲张患者疾病知识获取来源及健康教
育需求!下肢静脉曲张患者疾病知识获取主要来源
于医护人员#9"4$$/$(亲友#9240#/$)患者健康教
育需求以治疗#.1491/$(保健康复#.#499/$(预防
#9#411/$为主)见表.)

表!!!下肢静脉曲张患者疾病认知得分

!!!分布&*e.2!'

得分 * 构分比#/$

$分或未得分 #9" 9043.

2#!分 2.9 !$4$#

9#0分 2$9 #$4#0

1分或满分 3 240"

D4F!不同人口学特征下肢静脉曲张患者疾病认知得
分比较!不同年龄(居住地(文化程度的下肢静脉曲
张患者的疾病认知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E%
$4$.$)%9.岁患者疾病认知得分与9.#%"$(&"$
岁患者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E%$4$.$'而

9.#%"$岁患者疾病认知得分与大于或等于"$岁患
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E$$4$.$+生活居住地为
县级以上大中城市患者疾病认知得分与小城镇(乡村
患者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E%$4$.$'而小城镇
患者疾病认知得分与乡村患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E$$4$.$+大专及以上学历患者疾病认知得分与
小学及以下(初中至高中#含中专$学历患者比较'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E%$4$.$'而小学及以下学历患
者疾病认知得分与初中至高中#含中专$学历患者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E$$4$.$)见表")

表9!!下肢静脉曲张患者疾病治疗行为&*e.2!'

项目 * 构分比#/$

从未接受过静脉曲张治疗 !#9 "!42"

接受过静脉曲张治疗 213 !"419

!药物治疗 "! !!4!!

!手术治疗 .. #342$

!!大隐静脉高位结扎剥脱术 29 #.49.

!!腔内激光闭合术 " 2$432

!!泡沫硬化剂注射 !# .1421

!!其他 ! .49"

!穿戴医用压力梯度袜 290 #14".

!!穿戴压力

!!!一级 #3 2340#

!!!二级 22# 0"4#$

!!!三级 " 94$1

!!穿戴长度

!!!膝下 "# 9#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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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9!!下肢静脉曲张患者疾病治疗行为&*e.2!'

项目 * 构分比#/$

!!!及大腿 1$ .949#

!!!及腰部 . !492

!!穿戴时间#年$

!!!%2 3# "#4.1

!!!2#%" 9" !24#3

!!!&" 3 "42!

!!注!部分下肢静脉曲张患者采用联合治疗方式'如药物d穿戴医用

压力袜治疗(药物d穿戴医用压力袜d手术治疗)

表.!!下肢静脉曲张患者疾病知识获取来源及健康

!!!教育需求&*e.2!'

项目 * 构分比#/$

疾病知识获取来源

!医护人员 #!" 9"4$$

!亲友 #29 9240#

!媒体#报纸(杂志(网络等$ !0 04#2

!其他 #" .4$0

健康教育需求#多选$

!病因 202 !!4!!

!危害 20$ !!429

!预防 ##$ 9#411

!治疗 !$$ .1491

!保健康复 #"3 .#499

!其他 !2 "4$9

表"!!不同人口学特征下肢静脉曲张患者疾病认知得分

!!!比较&*e.2!'

项目 *
疾病认知得分

%@#E#.'E0.$'分&
" E

年龄#岁$ 204.2! %$4$$2

!%9. 3. ##$'9$

!9.#%"$ #.# $4.#$'#$A

!&"$ 2"" $#$'!$A

生活居住地 2.490! %$4$$2

!乡村 31 $#$'#4#.$L

!小城镇 292 $#$'#$L

!县级以上大中城市 #09 2#$'9$

文化程度 !340"! %$4$$2

!小学及以下 2.2 $#$'#$D

!初中至高中#含中专$#"2 2#$'#$D

!大专及以上 2$2 !#$4.'9$

!!注!与同项目中小于9.岁比较'AE%$4$.+与同项目中县级以上

大中城市比较'LE%$4$.+与同项目中大专及以上比较'DE%$4$.)

E!讨!!论

E4C!下肢静脉曲张患者疾病认知行为现状分析!本
调查中'高达9043./##9"".2!$的下肢静脉曲张患者
疾病认知得分为$分或未得分'!$4$#/#2.9".2!$的
患者认知得分为2#!分'绝大部分患者不知晓下肢
静脉曲张病因(危害(治疗与预防相关知识'与 ZU
等%"&研究中患者缺乏认知结果相一致)本调查结果
还显示'9"4$$/##!"".2!$的患者获取疾病知识主要
来源为医护人员'9240#/##29".2!$来源于亲友'说
明医护人员作为患者了解疾病知识的重要窗口'是疾
病知识传播的重要媒介'但与此同时'部分患者疾病
知识来源缺乏可靠性)对疾病的正确认知是患者采
取健康有益行为的基础'医护人员应重视对患者的健
康教育'帮助患者树立及早就医的意识和正确的态
度'促进健康行为改变%1&)患者最想知晓的疾病知识
主要为治疗(保健康复和预防方面'所以'医护人员面
向大众开展更为广泛(积极的健康教育活动'对下肢
静脉曲张的防治有积极作用)洪兰等%3&认为'提升宣
传形式的多样性(宣传渠道的权威性及公众参与的主
动性'可提高公众疾病认知度和接受度)

E4D!不同年龄(居住地和文化程度患者疾病认知水
平有差异!本调查结果显示'9.岁以下(生活居住于
县级以上大中城市(大专及以上学历患者疾病认知得
分相对较高'提示低学历(生活居住于小城镇及乡村
的中老年居民是健康教育的重点人群)':ggv
等%2$&研究发现'年龄的增长对人的认知能力降低有着
显著影响'两者变化呈反比关系)下肢静脉曲张患病
群体多为中老年人群'向该群体普及健康教育知识有
一定难度)中老年人群健康行为习惯建立有赖于家
庭支持和社会帮扶'但目前家庭(社区健康服务水平
与其健康需求存在一定差距%22%2!&'建议相关政府部门
实施健康帮扶政策'打造健康教育平台'完善家庭(社
区健康支持系统)孟昱林等%29&研究发现'教育水平(
年龄和健康状况水平是影响老年人认知功能的重要

因素'改善老年人健康状态'调整生活习惯'加强学
习'有助于提升老年人认知能力'大中城市患者疾病
认知水平更高'与城市人口健康素养和当地医疗条件
相对充足(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广'且更容易掌握各类
优势资源有关)建议对于不同年龄(地区(文化背景
患者'健康教育方式及侧重点应有所区别'从而有效
地提高他们自身的健康知识水平及自我保护能力)
目前'随着互联网技术普及升级'在提升患者遵医依
从性(减少并发症的出现(获取疾病知识等方面有积
极推动作用'各种互联网沟通形式使健康宣教形式更
具多样性和有效性'在患者自我管理(提升对疾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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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并促进遵医行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2.%20&)

E4E!下肢静脉曲张患者疾病相关健康行为亟待改
善!本次调查对象中'#04#3/的患者病程.#2$年'

#34$./的患者病程大于2$年'高达"!42"/的患者
从未接受过任何静脉曲张治疗)分析可能与静脉曲
张初期症状较轻(患者疾病认识不足有关'下肢静脉
曲张病变初期仅表现为浅静脉蜿蜒曲折'患者无其他
特异性症状'自觉对生活无影响'极易延误治疗%21&)
1中国慢性静脉疾病诊断与治疗指南2#指南$%.&提出'
无论患者静脉曲张症状在'*:R分级的何种阶段'均
应给予恰当的药物治疗和加压治疗)本调查进一步
发现'仅!!4!!/静脉曲张患者接受过药物治疗'

#14"./的患者穿戴过医用压力梯度袜'远低于指南
建议的穿戴标准和时间)其中未穿戴过弹力袜的患
者中'1049!/的患者表示不知晓医用压力梯度袜'

.49"/的患者认为没必要)b:T*等%23&认为'患者
会因为医用压力梯度袜穿着不舒服(穿脱困难等原因
降低穿戴依从性)医护人员对弹力袜知识掌握不足'
无法向患者提供正确的指导'可直接影响患者压力治
疗的效果%#$&)医护人员应根据相关研究进展'指导患
者选择恰当的治疗方式'合理用药'正确穿戴医用压
力梯度袜'从而建立良好的疾病相关健康行为'提高
治疗依从性'促进康复%23%#2&)

#$23年1健康中国行动##$23\#$!$年$!总体要
求(重大行动及主要指标2%##&明确指出!预防是最经
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应从/治已病0向/治未病0转
变'全方位干预影响健康的因素)而截至目前'下肢
静脉曲张患者疾病认知行水平普遍较低'多数患者就
医意识不足'延误治疗'未能建立疾病相关健康行为)
医务人员应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媒介'开展更广泛的多
途径(多形式大众健康教育'预防静脉曲张发生'促进
患者遵医行为'减轻疾病后果及带来的一系列相关并
发症'促进人民群众健康)由于本调查选取单中心调
查资料'可能存在一定选择性偏倚'有待进一步选取
多中心(大样本调查资料予以补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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