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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辅助疗法用于老年痴呆患者照护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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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动物辅助疗法的概念与发展、干预方式、干预效果、实施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进行综述,重点阐述了实施动物辅助疗法

的干预效果,即可减轻老年痴呆患者激越、攻击等异常行为症状,改善精神状态,促进生理健康,增强社会行为,改善生活质量,旨

在为我国老年痴呆患者照护提供参考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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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阿尔茨海默病协会2018年发布的报告显

示,目前全球约有5
 

000万痴呆患者,且痴呆的发生

率在发展中国家呈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如果缺乏有

效的治疗或应对措施,2030年痴呆病例预计会增加

到8
 

200万,而到2050年这一数字预计会超过1.52
亿[1]。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老年痴呆人数已超千

万,是世界上痴呆患病人口最多、增长速度最快的国

家。研究显示,至少有90%的痴呆患者会表现出精

神行为症状[2],包括攻击、激越、抑郁、焦虑、厌食、睡
眠障碍和活动减少等[3]。痴呆患者的精神行为症状

不仅会加速痴呆的进程,给患者本人带来极大的痛苦

与折磨,而且也会给照顾者、患者家庭及社会带来巨

大的压力与挑战[4-5]。目前,尚缺乏有效的药物疗法

消除痴呆患者的精神行为症状,且药物疗法总是伴随

严重不良反应,因此玩偶疗法[6]、园艺疗法[7]、按摩疗

法[8]、创造性故事疗法[9]等非药物疗法扮演着越来越

重要的角色,以满足痴呆患者的护理需求。近年来随

着养宠物的盛行,动物辅助疗法作为一种新的护理模

式逐渐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和关注,并被国外学者广泛

应用到痴呆照护领域。本文对动物辅助疗法减缓痴

呆患者精神行为症状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分析,以期

为我国老年痴呆患者的照护提供参考。
1 动物辅助疗法的概念及其发展

根据美国动物医学协会的定义,动物辅助疗法是

一种以目标为导向的疗法,旨在促进人类身体、社会、
情感和认知功能的改善。该疗法实施过程中所用到

的动物是由经过专门培训的专业人员、辅助人员或志

愿者引入,这些符合特定标准的动物是治疗过程的重

要组成部分。每个疗程通常都在医疗保健专业人员

的指导下实施,旨在协助患者达到预期的目标和结

果[10]。1960年美国心理学博士Boris
 

Levinson的研

究工作是现代动物辅助疗法的应用标志,一次偶然的

机会,他发现1名前来就诊的交流困难的儿童与他的

狗相处得特别融洽,这种与狗的不断交流促进了孩子

的康复。Levinson总结了将宠物作为治疗方案的经

验,认为宠物可起到引导作用,引发并促进社会互动,
建立信任关系,从而打开与患者探讨问题的渠道[11]。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动物辅助疗法已经作为补充

疗法被应用于各种医疗领域和心理疾病的治疗,其中

一个重要的领域是痴呆照护[12]。
2 动物辅助疗法的干预方式

动物辅助疗法有三种基本干预方式[13]:①独立

生活在患者家中或辅助生活机构中的个人的宠物;②
在机构中使用动物,以帮助产生有益刺激和/或成为

居民的同伴;③动物定期访问机构以帮助刺激患者的

兴趣并提供对话交流等主题。干预期间使用的动物

经过性情训练和测试,由兽医检查以确保无任何疾

病,已接种相应的疫苗,并且在访问当日沐浴和训练。
干预期间,动物管理者陪同并鼓励参与者充分与动物

互动,如触摸、轻拍、抚触、喂食,与动物一起散步、玩
耍,与动物交谈等。在遵循干预方案的基础上,允许

动物以参与者期望的方式进行互动,不能有任何强制

性的活动,根据动物本身的特性、参与者对动物的期

望、参与者与动物的互动形式进行指导干预,以使干

预方案个性化、干预效果最大化[14-16]。在动物辅助疗

法中所用的动物以狗居多,此外马、猫、鱼等也会被用

到。有研究者也会在干预中联合使用两种动物,如
Kanamori等[17]的一项针对参加日间照护中心的老

年痴呆患者采用狗和猫进行联合干预。
3 动物辅助疗法的干预效果

3.1 减轻激越、攻击等异常行为症状 痴呆患者的

激越、攻击等异常行为症状是其精神行为症状的重要

组成部分,随着患者的病情进展其异常行为会越来越

明显,给患者自身及其照顾者带来严重困扰。Pope
等[14]的随机对照试验以一个健康康复中心的44例

痴呆患者为研究对象,干预组接受每周2次、每次10
 

min的动物辅助疗法(狗),对照组接受同等频率的人

际互动,干预结果显示动物的访问使参与者的激越水

平改善,如尖叫和口头激越行为明显减少。德国的一

项随机对照试验选取养老院的痴呆患者54例,干预

组27例接受每周1次、每次45
 

min,共10周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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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疗法(狗),对照组27例接受常规护理。结果显

示干预组痴呆患者激越和攻击行为变化不大,但对照

组激越和攻击行为明显增加,表明动物辅助疗法可能

会延缓养老院痴呆患者异常行为症状的进展[18],但
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确定其长期影响。另一项随机

对照试验纳入了8个养老院的33例痴呆患者,干预

组20例接受每周1~2次、每次45~60
 

min共计10
次的动物辅助疗法(狗),对照组接受同等频率的常规

活动,干预3个月后两组激越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但具有一些积极的倾向,如干预组身体激越行为

平均得分下降,异常行为平均分和均值下降等[16],研
究者认为干预结果无统计学意义可能为参与评估的

人员是护理人员而不是研究团队的成员,对该干预效

果的过高期望、依据自身价值观的主观评估等可能造

成了评估偏倚;但干预结束后3个月随访时,干预组

口头激越行为的平均得分显著升高,研究者对这一结

果感到惊讶,猜测可能的原因为参与者对参与干预的

狗有较清晰和愉快的记忆,这些记忆在看狗的照片时

变得更为明显,因此在该疗法停止3个月后参与者可

能会经历失落和孤独,从而导致其口头激越水平增

加。建议未来的研究应适当延长干预时长,以避免短

期效应对患者后续生活带来消极影响。除了狗,其他

动物也显示出了在改善痴呆患者异常行为症状方面

的积极效果。美国学者Edwards等[19]探究了鱼对痴

呆患者的影响,在对71例痴呆患者实施动物辅助干

预后,痴呆患者的攻击行为明显减少,工作人员的照

护 满 意 程 度 得 分 也 明 显 提 高。Dabelko-Schoeny
等[20]的随机交叉对照试验探讨了马对痴呆患者的干

预效果,16例痴呆患者接受为期4周的动物辅助疗

法,与正常活动的对照组相比,干预组的问题行为明

显减少,从而减轻了照护压力。
3.2 改善精神状态 不良情绪是困扰痴呆患者自身

及其照顾者的另一大问题,多项研究显示动物辅助疗

法能改善痴呆患者的心理状况。日本的一项类实验

研究以养老院的10例痴呆患者为干预对象,进行每

月2次,每次约2
 

h的动物辅助疗法(狗),干预1年后

结果显示,痴呆患者的情绪状态持续改善[21]。Mos-
sello等[22]探讨动物辅助疗法(狗)对痴呆患者情绪状

态的影响,在对日间照护中心的10例痴呆患者实施

每周3次、每次100
 

min、共3周的动物辅助疗法后,
参与者的焦虑、悲伤等负性情绪明显改善,愉悦等积

极情绪显著增加。Menna等[23]的一项非随机对照试

验选取意大利一家痴呆照护中心的50例痴呆患者,
其中20例接受每周1次、每次45

 

min的动物辅助疗

法(狗),20例接受现实定向疗法,10例作为空白对

照,干预6个月后与空白对照组相比,结果显示干预

组痴呆患者抑郁症状明显改善,且动物辅助疗法组的

痴呆患者改善程度更显著。但德国学者的一项研究

显示,动物辅助疗法(狗)能使痴呆患者的抑郁症状保

持稳定的水平[18]。Bono等[24]的一项随机对照试验

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这些变化趋势表明动物辅助疗

法可能会延缓痴呆患者抑郁情绪的进展,从而间接改

善抑郁水平,因此可以认为该干预措施对控制痴呆患

者的抑郁症状有效。美国的一项随机配对研究选取

两家长期照护机构的68例痴呆患者,干预组实施每

周3次、每次15~20
 

min的动物辅助疗法,对照组接

受相匹配的志愿者访问,干预6个月后,干预组的情

绪状态剖面图(Profiles
 

of
 

Mood
 

State,POMS)得分

显著高于对照组,表明其情绪状态发生明显积极的变

化;但干预组老年抑郁得分没有显著改善[25]。分析

原因可能为两种测量工具的评估方法不一样,造成了

测量误差。瑞典学者Swall等[26]的质性研究探讨了

动物辅助疗法(狗)对痴呆患者的干预效果,访谈结果

显示,动物辅助疗法增加了痴呆患者对过去和现在生

活的认识,并将这种感觉与自己的内心感受联系起

来,从而增强了自我身份的认同。该研究通过痴呆患

者的观点,提出了与狗相遇这一生活体验的意义,并
且对狗的存在形式有了深刻的理解。
3.3 促进生理健康 痴呆患者随着疾病的进程,其
生理健康也会受到严重影响。Friedmann等[27]的随

机对照试验纳入40例痴呆患者或具有认知损害的老

年人,对干预组22例进行每周2次,每次60~90
 

min
的动物辅助疗法(狗),对照组18例痴呆患者接受回

忆疗法,通过测量基于基础代谢率的能量消耗来评估

身体活动水平,干预12周后,与对照组相比,干预组

的能量消耗明显增加,表明其身体活动水平显著提

高。另一项研究探讨了动物辅助疗法(狗)对痴呆患

者身体活动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干预期间参与者的

身体活动水平明显增加[22]。意大利的一项随机对照

试验,对干预组12例痴呆患者进行每2周1次,每次

1
 

h,共8个月的动物辅助疗法(狗),对照组12例痴

呆患者接受每2周1次的家庭访问。研究结果显示,
虽然干预后干预组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没有改善,但
与对照组相比其恶化程度降低[24]。除了日常生活活

动能力,动物辅助干预也显示出了对痴呆患者其他生

理指标的有益效果。在挪威16个日间照护中心进行

的一项随机对照试验共纳入了80例痴呆患者,其中

干预组42例参与每周2次、每次30
 

min共12周的

动物辅助疗法(狗),对照组38例接受常规护理,干预

结束后干预组的平衡能力显著增强,从而降低了跌倒

损伤的发生率[28]。Kawamura等[21]的研究显示,动
物辅助疗法(狗)能改善痴呆患者的睡眠,减少觉醒次

数。也有研究探讨了动物辅助疗法(鱼)对痴呆患者

饮食摄入的影响,纳入了痴呆中心的62例痴呆患者,
当在餐桌或活动区域引入带有五颜六色的鱼的自动

化水族箱8周后,与引入水族箱前相比,痴呆患者的

饮食摄入量平均增加21.1%,体质量平均增加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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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g,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9]。此外,参与者需要的

额外营养补充减少,从而节约了医疗成本。
3.4 增强社会行为 与动物相处的过程中,促进了

痴呆患者的社会互动。有研究显示,动物辅助疗法顺

应当前改善和加强老年痴呆患者的社交行为这一长

期护理目标,能较好地满足痴呆患者的护理需求[14]。
日本的一项质性研究对8例痴呆患者进行了为期2
年的动物辅助疗法(狗),干预结束后用半结构化访谈

的形式对参与者进行访谈,结果显示动物辅助活动能

使参与者更加亲近自己,促进了其自我表达,能够对

自己、其他参与者及其所处的环境产生兴趣[30]。此

外来自养老院外的志愿者让参与者感到精神焕发,并
为拓宽他们与社会的联系提供了机会。Olsen等[31]

的类实验研究,以21例养老院的痴呆老年人和28例

日间照护中心的痴呆老年人为对象,探讨动物辅助疗

法(狗)对处于两种不同生活环境的痴呆老年人的影

响,12周的动物辅助疗法后,录像机记录的数据显

示,两组参与者的社会互动水平都提高。对于养老院

和日托中心的痴呆患者来说,动物辅助疗法可能是一

种合适的促进健康的干预措施。丹麦的一项随机对

照试验以100例痴呆患者为研究对象,在对干预组实

施12次的动物(狗)辅助干预后,其身体接触、语言交

流、目光接触等互动明显增多[32]。另外两项研究也

表明动物辅助疗法(狗)增加了参与者积极的社会互

动,使需要护理人员解决的不良事件减少[14,33]。在参

与动物辅助疗法的过程中,参与者通过与动物、动物

管理者及其他参与者的互动,增强了社会互动等积极

的社会行为,减轻了照护压力。
3.5 改善生活质量 痴呆患者的生活质量普遍较

低,因此通过相应的护理干预来改善其生活质量就显

得尤为重要。Travers等[34]的随机对照试验选取澳

大利亚老年护理机构的轻中度痴呆患者为研究对象,
干预组接受每周2~3次、每次40~50

 

min的动物辅

助疗法(狗),对照组接受同等频率的人际互动,干预

11周后研究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其中一个机构

的参与者生活质量显著改善,另一个机构的参与者由

于受到肠胃炎爆发的影响其生活质量恶化。瑞典的

一项自身前后对照的类实验研究在4家养老院纳入

20例痴呆患者,10次干预训练均由具有认证资质的

团队完成,参与干预的动物是狗,干预后显示痴呆患

者的生活质量显著提高[35]。另一项纳入59例痴呆

患者的自身前后对照的类实验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

结果[36]。尽管这种效果不具有长期效应,但是这种

即刻效应也能直接促进痴呆患者生活质量的提高。
Olsen等[15]的一项整群随机对照试验将10家养老院

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研究对象是年龄大于65
岁的痴呆患者或有认知缺陷的老年人,其中干预组

28例参加每周2次、每次30
 

min的动物辅助活动

(狗),对照组30例接受常规护理。干预12周后结果

显示干预组生活质量显著提高。动物辅助疗法在改

善痴呆患者生活质量方面具有显著的效果,这与该疗

法的目标导向相一致,为痴呆患者带来了福音。
4 实施动物辅助疗法需要注意的问题

为保证动物辅助疗法能够安全顺利地实施,需注

意以下问题:首先,痴呆患者在与动物互动的过程中

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如咬伤、抓伤、过敏反应、感染

等[37]。因此,应谨慎应用该干预方法,并由经过培训

的专业人员实施。其次,痴呆患者喜欢的动物类型可

能不一样,也可能对动物产生过度依赖,有的痴呆患

者也可能不喜欢甚至害怕动物[38]。因此,应根据痴

呆患者的需求以及护理人员和职业治疗师对参与者

的了解,量身定制干预方案。此外,成功实施干预依

赖于干预实施者、护理人员以及管理者之间的沟通、
合作和共享[39],干预实施者需要尽量了解痴呆患者

的信息,护理人员需要充分了解关于动物辅助疗法的

知识,以保证该疗法更好地应用。
5 小结

动物辅助疗法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其作为一种

新兴的非药物干预方式,可以缓解痴呆患者精神行为

症状,提高其生活质量,减轻照顾者身心压力和负担。
对护理人员而言,可提高护理工作的趣味性,增加工

作满意度。对痴呆患者实施动物辅助疗法,与动物的

互动可以为痴呆患者提供丰富的活动,以改善痴呆症

患者的行为和心理症状,减少痴呆患者破坏性行为。
随着我国痴呆患者的持续增加,对痴呆患者在机构护

理或居家护理中应用动物辅助疗法,能为痴呆患者提

供一种方便实施、成本低且有效的护理干预策略。但

其应用价值和在护理中的侧重点需要进一步评估,因
此在该领域需要进一步的实践研究。目前动物辅助

疗法应用于痴呆患者的研究数量不多,研究间干预的

时间、频次、结局指标的测评方式不一致,有些研究缺

乏对照、样本量小等问题,导致动物辅助疗法的效果

尚没有很强的证据,未来需要多中心、大样本的高质

量研究为实践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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