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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痴呆患者淡漠症状的概念、诊断、特异性测量工具(包括痴呆症淡漠面谈和评定量表、里尔淡漠评定量表)及非药物干预

方法(包括多感觉刺激、音乐治疗、艺术治疗、认知刺激、宠物治疗和综合干预)进行综述,旨在为制订合适的痴呆患者淡漠症状治

疗及护理方案提供参考,为临床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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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痴呆症是一种由脑部病变引起的综合征,以认知

障碍为主要特征,可伴有幻觉、妄想、人格改变和行为

障碍,以老年人居多[1]。国际阿尔茨海默病协会于

2018年报道,预计2050年痴呆症患者将达1.52亿

人[2]。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剧,痴呆症患者给世界

健康和经济带来巨大负担[2]。Ismail等[3]发现,83%
痴呆患者存在行为障碍和心理症状,包括激越、抑郁、
妄想、淡漠、幻觉和睡眠障碍等,其中淡漠是最持久、
最常见的行为问题之一。一项 Meta分析显示,阿尔

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患者淡漠患病率

为19%~88%,平均为49%[4]。淡漠会加速认知功

能障碍、痴呆症进程,增加死亡风险,加重照顾者负

担,降低照顾者生活质量[5]。既往研究者对痴呆患者

淡漠症状的研究多为药物干预[6-8],因其不良反应多

且效果有限,同时非药物干预具有降低痴呆患者淡漠

症心理症状、改善认知功能、社会交往能力[9-11]以及

副作用少等优势,故成为改善痴呆患者淡漠症状的首

选治疗措施。因此,本研究将对痴呆患者淡漠症状的

概念、诊断、测评工具、非药物干预方法进行综述,旨
在为制订合适的痴呆患者痴呆症状的治疗和护理方

案提供参考,以期为临床实践提供指导。
1 痴呆患者淡漠症状的概念及诊断

1.1 淡漠症状的定义 淡漠最早源于希腊语言“pa-
thos、passions”,是指缺乏感觉、情感、兴趣或关心。
Berrios等[12]提出淡漠是指“意志的缺失”,Marin[13]

强调淡漠患者表现为“动机减弱”。Marin[14]于1996
年将淡漠定义为情感、行为和认知方面动机减弱。
Levy等[15]将淡漠症状定义为实施计划行动所需的认

知功能受损,目标导向行为减少。其基于对前额叶和

基底节区损害患者的观察,提出三种潜在的冷漠亚

型:“启动”缺陷型淡漠症状、“计划”缺陷型淡漠症状、
“动机”缺陷型淡漠症状。Robert等[16]认为淡漠是指

与患者先前的功能水平相比,目标导向活动数量减少

(目标导向行为的缺陷,与目标相关的思想内容的减

少,以及情感淡漠和平淡的情感)且症状持续4周以

上,导致日常生活发生重大损害的症状。关于淡漠的

概念尚无统一的界定,不同学者的表述各有侧重,但
目前较为一致的观点是Robert等[16]提出的定义,主
要表现为情绪淡漠、主动性不足、认知功能减退、感觉

迟钝、对周围环境关注较少。
1.2 淡漠症状的诊断 2018年,由23名脑部疾病

淡漠领域专家(以PR和KL为首)工作组制定一套淡

漠诊断标准:当患者符合以下4个标准(A~D)时,被
归类为淡漠[16]。A,与患者先前功能水平相比,目前

存在行为、认知、情感及社交方面目标导向活动数量

的减少,且可由患者本人或通过观察他人来报告。B,
在3个维度中,至少2个持续出现至少4周,且大部

分时间呈现目标导向行为或认知活动的丧失或减少、
情绪丧失减弱、社交丧失减少。C,A-B症状对个人、
社会、职业及其他重要功能领域造成显著损害。D,
A-B症状无法解释或归因于身体残疾(如失明和听力

丧失)、运动残疾、意识减退、某种物质(如滥用药物、
药物)的直接生理影响或患者环境的重大变化。
2 特异性测量工具

有效识别与评估痴呆患者淡漠是减轻痴呆症的

关键。目前,学者已开发出多种淡漠测量工具,但已

在痴呆患者中验证,具备良好信效度的特异性工具有

以下2种。
2.1 痴呆症淡漠面谈和评定量表(Dementia

 

Apathy
 

Interview
 

and
 

Rating
 

Scale,DAIR) 由 Strauss
等[17]于2002年研制的简短的、结构化的基于信息者

结构化访谈量表,评估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行为、兴趣

和对环境的参与程度,由16个问题组成。所有条目

采用4级评分法,0分代表几乎从来没有;1分代表偶

尔;2分代表经常;3分代表几乎总是。淡漠得分等于

所有变化的条目总和除以完成的条目数量(已经发生

变化的行为数量),得分越高代表平均淡漠程度越高。
此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其中面对面访

谈0.91,电话访谈0.94),显示出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601· Journal
 

of
 

Nursing
 

Science Jun.
 

2021 Vol.36 No.11



和可靠性。其重要的特征是注重疾病的变化:将冷漠

作为疾病的伴随症状,通过确立兴趣、动力和主动性

的丧失反映了该症状目前的状态。目前该量表专门

为评估痴呆症患者的冷漠而设计,评估方法简单、易
于实施,为应用最广泛的淡漠症状评估工具之一。
2.2 里 尔 淡 漠 评 定 量 表(Lille's

 

Apathy
 

Rating
 

Scale,LARS) 由Sockeel等[18]于2006年研制,分
为9个领域,包括33个条目:日常生产力降低(EP)、
缺乏兴趣(INT)、缺乏主动性(INI)、寻求新奇(NS)、
动机消失(M)、情感反应迟钝(ER)、缺乏关注(C)、社
交生活不佳(SL)和自我意识消失(SA),这些条目可

结合为淡漠的4个维度:智力好奇心(IC)、情绪(E)、
行动启动(AI)和自我意识(SA)。LARS总分从-36
到+36分,阳性分数越高表示淡漠程度越严重。量

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04,可靠性及一致性良

好,对于确定冷漠的严重程度、区分冷漠和抑郁较敏

感[18]。LARS可以评估痴呆症的早期阶段也可评估

临床阶段并量化淡漠,然而,并没有映射到已经建立

的三元结构-认知、情绪和行为分类,此量表在该人

群中的适用性及信效度有待进一步检验。
3 非药物干预方法

3.1 感觉刺激

国家健康和临床卓越研究所(NICE-SCIE)发布

的“关于支持痴呆症患者及其照顾者的健康和社会护

理指南”[19]中建议将感觉刺激作为痴呆患者干预的

主要形式,以减少神经精神症状。感觉刺激包括多感

觉刺激、音乐治疗和艺术治疗等。
3.1.1 多感觉刺激 多感官刺激(Multisensory

 

Stimulation
 

Environment,MSSE)是适用于重度或极

重度痴呆患者的干预措施,20世纪70年代于荷兰发

展,最初目的为学习困难的人而设计。自20世纪90
年代初以来,MSSE一直被用于痴呆患者的非药物治

疗,使用各种灯、光缆、水柱、芳香疗法、不同的音乐/
声音、触觉物体和屏幕投影仪等,为患者提供视觉、听
觉、触觉和嗅觉的正向刺激[20]。Baker等[21]采用随

机对照试验对中、重度痴呆患者进行8次标准化

MSSE治疗与8次对照治疗,干预组给予其视觉、听
觉、触觉、嗅觉等刺激,光线效果包括气泡管、光纤喷

雾和穿过墙壁的移动形状;音效包括“新时代”或伪古

典音乐;触觉刺激使用缎子、棉线、贝壳等制成的粗

糙/光滑、温暖/冰冷、硬/软等不同质地触摸板;嗅觉

刺激使用芳香疗法和薰衣草袋子等。对照组给予打

牌、看照片、测验等指令性行为。每次不少于30
 

min,
一共4周。结果显示,干预组痴呆患者的淡漠症状明

显改善(P<0.001)。Staal等[22]对24例患者进行随

机对照试验,以比较 MSSE和标准护理疗法对淡漠的

效果,结果表明在减少住院患者冷漠症状方面,使用

MSSE更有效。工作人员可通过观察患者面部表情

和触摸等微妙反应来了解其内心世界,通过给予

MSSE以提高患者幸福感。
3.1.2 音乐治疗 美国音乐治疗协会将音乐治疗定

义为“以临床和循证医学为基础,通过音乐干预在治

疗关系中实现个体化目标的治疗方式[23]。Massaia
等[24]招募意大利48例痴呆症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

(n=15)和对照组(n=33),给予实验组80
 

min音频,
包括20首不同类型的音乐作品,每天至少15

 

min,每
周至少1次,为期3个月;而对照组接受标准护理。
结果表明:音乐治疗组在减少淡漠和减少抑郁症状方

面有显著效果。唐秋碧[25]对77例(实验组38例,对
照组39例)轻、中度AD患者情感淡漠与认知功能进

行音乐疗法,干预12周,每周3次,每次约50
 

min。
结果显示,实验组情感淡漠、沟通能力和生命质量显

著高于对照组。Tsoi等[26]Meta分析显示,与互动音

乐相比,接受型音乐更有效。Goris等[27]表示音乐疗

法是减少冷漠最有力的非药物方法。此外,Lane-
Brown等[28]也表明,音乐疗法对严重痴呆患者是最

有效的。音乐能够令人愉快,可以唤起积极的情绪,
还可通过减少与应激相关的肾上腺髓质和副交感神

经系统影响内分泌和自主神经系统。音乐疗法可改

善痴呆患者淡漠症状,但音乐疗法实施的方法不同、
干预时间有限等,对远期结局的影响需进一步探讨和

验证。
3.1.3 艺术治疗 Hattori等[29]选取39例轻度阿尔

茨海默病患者,随即分为艺术治疗组和对照组。艺术

治疗组患者为熟悉的物体(如花、儿童和鱼)上色,或者

根据他们的记忆、最喜欢的季节画画,对照组患者进行

简单的计算,即1位数或2位数的加法和乘法,每天进

行15
 

min的锻炼,每周接受45
 

min的训练。12周后,
艺术疗法组的淡漠评分和计算训练组的简易精神状态

检查评分均有显著改善,与对照组比较,艺术治疗组生

活质量明显提高。患者在完成绘画时给予形状和颜色

的感官刺激和愉悦,会增强生命力。目前艺术治疗研

究样本量少,干预时间较短,未来可以进行大样本的研

究或纵向研究证实其远期效果。人类的大脑左右半球

分工不同,左半球主要负责抽象思维、逻辑分析等;右
半球主要负责空间的定位、记忆、情绪知觉等。绘画疗

法可以通过刺激大脑右半球,处理乳腺癌患者的体像

变化、创伤体验等图像性记忆,以及情绪障碍等心理问

题,从而改善其淡漠症状。
3.2 认知刺激 认知刺激是为痴呆患者提供的一项

干预措施,是指参与一系列活动和讨论(通常在社交

环境中提供对思维、注意力和记忆的一般刺激),以增

强认知和社会功能。Niu等[30]招募32例轻度阿尔茨

海默病患者,随机分为干预组(n=16)、对照组(n=
16),为干预组提供简短、系统的认知行为干预(45

 

min/次,共10周),内容包括现实定向任务、流利性任

务和重叠图形任务,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结果显示

干预组淡漠评分均较干预前有所改善,整体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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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显著提高。Maci等[31]选取轻度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14例,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给予认知刺

激、体育运动和社交锻炼,每周5
 

d,持续3个月。每

天进行1
 

h的中等强度(最大摄氧量约55%)的认知

运动,包括平衡和步态、眼手协调、节段性协调、呼吸

和肌肉营养等;1
 

h的认知刺激锻炼,包括增强时空定

向、记忆、执行技能和语言等有关的活动;30
 

min用于

社交。对照组患者在家中进行日常活动。3个月后,
干预组淡漠症状改善更明显,有效提高了痴呆患者的

生活质量。但与前2项研究相反,Nguyen等[32]的研

究没有取得积极的结果,可能是患者对试验干预的依

从性较低,影响干预效果。另外,治疗期间及后期随

访时的高脱失率也对干预结果造成一定影响。目前,
有关对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淡漠症状的研究仅限于国

外,建议国内未来研究积极探索认知疗法对淡漠症状

的疗效,从而进一步缓解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淡漠症

状。
3.3 宠物治疗 宠物疗法包括介绍各种家养宠物

(如猫、狗)和同伴机器人(包括人形机器人或宠物机

器人),宠物和同伴机器人疗法可以帮助减少孤独感,
提高幸福感,从而对淡漠产生积极影响[33]。Soler
等[34]对疗养院和日托中心211例患者进行人形机器

人、宠物机器人和真实动物(狗)的研究,根据痴呆严

重程度,将患者随机分配为实验组、对照组,宠物机器

人、人形机器人、真实动物(狗)、对照组,实验组每天

30~40
 

min陪伴时间,对照组给予标准护理。每周2
 

d,疗程为3个月。结果显示,宠物机器人组、真实动

物(狗)组患者在冷漠方面有显著改善,动物的存在会

增加视觉接触和微笑的频率及持续时间,与真实动物

的互动会增加言语表达的频率。国外有关宠物治疗

阿尔茨海默病淡漠患者研究报道较多,而国内研究较

少,未来研究需进一步积极探索实践。
3.4 综合干预 综合干预指由两种或两种以上非药

物干预组成。Ferrero-Arias等[35]对146例临床痴呆

1级或2级患者进行对照、交叉、随机、单盲、多中心

临床试验,以探讨综合干预对痴呆患者淡漠症状的影

响。干预组患者第1天给予音乐治疗,第2天艺术治

疗,第3天精神运动活动和哑剧,第4天再次音乐治

疗,依此类推,直到完成20次治疗;对照组患者自行

娱乐。干预组与对照组每天均完成50
 

min治疗,持
续4周。结果显示,干预组淡漠评分显著降低。综合

干预能够帮助痴呆患者维持或改善感觉功能,既可以

提供感官刺激,又可以起到镇静效果。
3.5 其他干预 Woods[36]等表明回忆疗法可减少阿

尔茨海默病患者冷漠症状,然而Redulla[37]研究发现,
回忆疗法对淡漠症状无任何改善,可能与患者病程、随
访时间、样本量、训练方式、患者难以坚持方案等有关。
Verkaik等[38]对淡漠患者进行验证疗法,结果显示无显

著效果,而其在同等研究中发现,运动疗法对冷漠症状

有明显改善。Goris等[27]探讨职业治疗对淡漠症的疗

效,结果表明无积极效果。现存研究没有足够的证据

证明验证疗法、职业治疗可改善淡漠症状,未来研究需

探索验证其治疗对痴呆淡漠的重要性,优化跨疾病轨

迹的非药物干预措施的剂量和时机。
4 小结

选择适用于痴呆淡漠症状评估的方法和合适的

评估工具,及时准确地全面评估,是保证有效管理痴

呆淡漠症状的关键。医护人员须准确识别痴呆患者

淡漠症状,依据其个体特征及发病状况,选择相应的

测量工具,做到早期识别、早期诊断及早期治疗,减轻

患者由于淡漠症状造成的心理症状,提高其生活质

量。非药物干预(多感觉刺激、音乐治疗、艺术治疗、
认知刺激、宠物治疗和综合干预)可在一定程度上改

善痴呆患者淡漠症状,但由于样本量小,随机分配方

法及文化地域差异,未来需要更多高质量的研究验证

特定的非药物治疗对痴呆淡漠的意义,为制定相关指

南和促进临床实践提供更多高质量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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