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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重术后患者不良饮食行为评估工具及干预策略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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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减重术后不良饮食行为是影响肥胖患者术后减重效果欠佳的主要原因之一。阐述国内外减重术后患者不良饮食行为的概

念特点、患者不良饮食行为的状况、评估工具和干预措施,旨在帮助医护人员选择合适的评估工具,为临床减重手术患者不良饮食

行为筛查提供借鉴,为进一步制定我国减重手术患者不良饮食行为的治疗及护理方案提供依据。
关键词:减重手术; 肥胖; 不良饮食行为; 进食障碍; 测量工具; 认知行为疗法; 护理干预; 综述文献

中图分类号:R473.6 DOI:10.3870/j.issn.1001-4152.2024.06.120

Research
 

progress
 

on
 

assessment
 

tools
 

and
 

interventions
 

for
 

maladaptive
 

eating
 

be-
haviors

 

in
 

patients
 

after
 

bariatric
 

surgery Zhan
 

Xiaoqing,Xie
 

Ming,Wang
 

Jiwei,Yang
 

Yan,Hu
 

Xu,Zhang
 

Linxue,Zheng
 

Xilan.Department
 

of
 

General
 

Surgery,
 

Digestive
 

Disease
 

Hospital,Affiliated
 

Hospital
 

of
 

Zunyi
 

Medical
 

University,Zunyi
 

563000,
 

China
Abstract:

 

Maladap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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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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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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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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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中国肥胖率不断上升,减重手术数量也

在迅速增加,据中国肥胖代谢外科数据库2022年数

据显示,我国减重手术已达27
 

001例[1]。减重手术

通过改变胃容量限制患者对饮食的摄入,从而使患

者达到预期的减重目标。尽管大多数患者在手术后

体质量明显减轻和术前不良饮食行为有所改善,但
国内外研究发现,部分肥胖患者手术后普遍存在失

控性进食、暴饮暴食、放牧饮食(指无论是否饥饿或

饱腹,都 以 一 种 无 计 划 的 方 式 频 繁 进 食 少 量 食

物[2])、情绪性饮食和不遵守饮食建议等不良饮食行

为问题,不仅会导致术后患者减重效果欠佳,还会造

成患者代谢紊乱和社会心理健康复杂化[3-4]。患者

术后饮食行为的积极改变是确保减重手术效果持续

的基础,关注减重术后患者饮食行为变化有助于优

化减重手术患者的健康结局。然而,调查显示,大多

数减重术后患者未意识到建立健康饮食模式的重要

性,严重缺乏术后饮食行为改变的应对能力,认为医

护人员不能及时提供识别和克服与饮食行为相关问

题的知识或技能需求[5]。因此,本文旨在对减重术

后患者不良饮食行为的研究现状、测量工具及干预

措施的研究进展予以综述,以期为临床应对减重术

后患者不良饮食行为提供参考。

1 减重术后患者不良饮食行为的概念和状况

1.1 减重术后患者不良饮食行为的概念 学者对减

重术后不良饮食行为的定义存在差异。目前,国外针

对减重术后不良饮食行为的概念主要集中在不遵守

术后医护人员建议的饮食行为(如食物偏好的改变,
喜爱高脂肪和高糖类食物、进食欲望和饮食调节能力

的恶化)[6],受主客观因素影响的非规范性饮食行为

(如过量进食、补偿行为、夜间用餐和情绪性进食

等)[7-9]。李志文等[4]将减重术后患者不良饮食行为

定义为,患者对术后饮食指导的依从性降低,易导致

患者无法控制进食、出现消极的饮食行为,这些行为

可能对术后减重效果产生不良影响。而花红霞等[10]

则通过对减重手术患者不良饮食行为的概念分析,总
结出减重术后患者的不良饮食行为主要包括失控进

食、放牧饮食、情绪性进食、食物渴求、食物成瘾和补

偿行为(通过自我催吐、滥用泻药、滥用利尿剂等行为

维持体质量减轻)这6个概念属性。虽然国内外学者

对减重手术患者的不良饮食行为定义各有侧重,但这

些定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减重手术后的患者需要

面对长期维持健康饮食习惯和应对改变的心理挑战

任务。对于减重术后不良饮食行为的定义,需综合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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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患者饮食模式、食物摄入量和频率以及心理因素等

方面。花红霞等[10]提出的定义不仅考虑了这些因

素,还客观分析了减重术后不良饮食行为与术后饮食

依从性和精神疾病诊断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
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的进食障碍

(如暴食症、神经性贪食、神经性厌食等)之间的区别。
同时也强调减重术后不良饮食行为的发生会进一步

导致肥胖患者术后饮食依从性降低和诱发精神性进

食障碍。笔者认为花红霞等[10]提出的减重术后不良

饮食行为概念可以为目前减重手术的临床实践和研

究提供指导,帮助识别和处理减重术后不良饮食行

为。
1.2 减重术后患者不良饮食行为的状况 研究证

实,减重术后患者发生不良饮食行为是其术后体质

量增加的危险因素[11]。2016年Ivezaj等[12]对71例

减重术后患者失控进食现状的调查结果显示,有
50.7%的患者在1个月内经历过每周至少一次的失

控进食,49.3%的患者则达到符合DSM 进食障碍

标准的暴食症。失控进食的存在通常被视为暴食症

的关键特征,尽管暴食症传统定义为进食异常大量

的食物,同时经历主观失控进食,但由于手术限制患

者饮食摄入,术后发生暴食症的情况并不常见。但

最近一项研究通过对61例肥胖患者术后1年的饮

食行为 问 卷 调 查 发 现,随 着 时 间 的 推 移,大 约 有

20%的患者在减重术后会发生失控进食情况[13]。
2019年Ivezaj等[14]研究发现,术后6个月内经常失

控进食的131例袖状胃切除术患者中,近18%的患

者符合食物成瘾症状,表现出对高糖、高热量和加工

食品的成瘾性暴食行为,且食物成瘾症状与精神饮

食失调、不良饮食行为和较差的心理健康相关生活

质量显著相关。Wong等[15]对减重术后患者情绪进

食的荟萃分析结果表明,减重术后患者情绪饮食行

为在术后4~18个月有所改善,与术后患者接受全

面的营养和心理行为评估、教育支持和改变饮食行

为的策略有关,但早期情绪化饮食的改善可能无法

长期持续。此外,有研究指出,一旦胃解剖结构发生

变化需要适应性饮食调整,减重术后患者若适应不

良,放牧饮食行为可能会出现或恶化,严重影响患者

身心健康。随着术后时间的推移,减重术后患者放

牧饮食行为的发生率为17%~50%[16]。以上数据

表明,减重手术患者不良饮食行为普遍较高,且不同

研究的不良饮食行为发生情况不同,这可能与减重

术后不良饮食行为的概念、评估工具和评估时间的

差异有关。其次,在术后自我管理期间患者补偿行

为、夜间进食行为和对食物渴求频率的增加也预示

着患者减重结局欠佳[17-19]。因此,有必要对减重术

后患者不良饮食行为发生的原因进行探讨,以便手

术后医护人员和患者及时了解。

2 减重术后患者不良饮食行为的测量工具

2.1 特异性工具

2.1.1 进食障碍检查减重手术版(Eating
 

Disorder
 

Examination-Bariatric
 

Surgery
 

Version,EDE-BSV) 
de

 

Zwaan等[20]在 进 食 障 碍 问 卷(Eating
 

Disorder
 

Examination,EDE)基础上针对减重手术患者进行修

改形成了EDE-BSV。EDE-BSV是一个半结构化访

谈问卷,旨在评估减重手术患者过去28
 

d内饮食失

调症状和暴饮暴食行为。该问卷由EDE问卷、夜间

进食问卷(Night
 

Eating
 

Questionnaire,NEQ)、放牧

饮食、食物渴求和补偿行为相关的问题构成。EDE
问卷是评估减重手术患者失控进食的主要依据,该问

卷含有4个分量表,分别从饮食限制、进食顾虑、体质

量顾虑和体型顾虑进行评估,每个条目采用7点计

分,从0(完全没有)~6(每天都有)评分进行评价,分
数越高饮食失调症状越严重,在EDE-BSV中该部分

的信度可靠,其组内相关系数为0.88~0.98[21]。
NEQ对减重手术患者夜食症进行评分,共14个条

目,包含夜间饮食量、夜间进食欲望、早餐不进食、睡
眠与情绪4个维度,每个条目按Likert

 

5级(0~4分)
计分,所有题目的得分(除条目13)相加为夜间综合

征得分,总分范围为0~52分。条目13主要为区分

夜食症和睡眠进食障碍,设定NEQ量表得分≥30分

且条目13得分>0为夜食症患者;对放牧饮食和食

物渴求相关问题采取6级计分,从0(没有)~5(总是)
评分进行评价;对减重手术患者补偿行为的评价为在

过去6个月内至少发生1次,则报告为存在,仅有补

偿行为的评估时间为6个月,其余变量评估时间线为

28
 

d。使用 EDE-BSV 工具访谈时间需要60~90
 

min[22],医务人员通过访谈,可以了解许多进食障碍

症状,从而准确评估患者进食障碍的认知和行为。然

而,由于减重术后症状表现的复杂性和可变性,结构

化访谈可能需要患者花费较长的时间和精力来回答

问题,有些患者可能会感到不适或疲劳。因此,进行

EDE-BSV调查的医务人员需要接受专业训练,并掌

握有关精神病理学的详细问题、访谈技巧和评分概

念,才能正确使用该问卷进行评估。
2.1.2 减重手术改变患者对饮食的耐受性、享受和

渴望量表(Bariatric
 

Surgical
 

Alterations
 

in
 

Tolerabili-
ty,

 

Enjoyment
 

and
 

Cravings
 

in
 

the
 

Diet,
 

BSATED) 
Lewis等[23]为了更好了解减重术后患者对食物偏好

和消费变化而设计的BSATED量表,旨在测量术后1
年后患者对食物和饮料的享受、渴望和不耐受的变

化。该量表包括食物耐受性、享受和渴望3个维度,
每个维度包含9个条目(即9种食物:牛奶和乳制品、
瘦肉蛋白、高脂肪肉类、谷物/熟谷物、甜烘焙食品、新
鲜水果和蔬菜、糖果和其他甜点、咸味零食和非酒精

甜味饮料),共27个条目。在渴望和享受的条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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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更多”计为1分,“更少”为
 

-1分,“没有变化”
为0分。在食物耐受性类别,回答“是”为

 

1分,“否”
为-1分,“没有变化”为0分。总分越高,反映减重

术后患者对饮食的耐受性、享受和渴望度越高。如果

回答“从未吃过/喝过”和“不确定”则做描述性分析,
不纳入总分。各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54~
0.80,但该量表容易受到回忆偏倚的影响。
2.1.3 放牧饮食行为评估量表[Repetitive

 

Eating
 

Questionnaire,Rep(eat)-Q] Rep(eat)-Q 量 表 是

Conceição等[2]在2014年研制,旨为评估减重手术

患者术后1个月内在饮食计划外或重复的方式进食

(超过2次)少量和适量食物的不良饮食行为。此量

表包括强迫性放牧和重复性进食2个维度,12个条

目组成,各条目按Likert
 

7级计分,从0(从不)~6
(每天)评 分,分 数 越 高 表 示 放 牧 饮 食 频 率 越 高。
Rep(eat)-Q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
系数为0.923[24]。该量表已被翻译成各国语言在国

际上广泛应用[25-26]。花红霞等[27]于2023年将其汉

化,汉化后Rep(eat)-Q量表的总体Cronbach's
 

α系

数为0.943,中文版Rep(eat)-Q具有良好的重测信

度,但该工具在国内应用须扩大样本量和范围进行

验证。
2.2 普适性工具

2.2.1 进食失控量表(Eating
 

Loss
 

of
 

Control
 

Scale,
ELOCS) ELOCS由Blomquist等[28]为评估患者过

去28
 

d内失去饮食控制的主观体验而设计,该量表

有20个条目,每个条目包含两部分:第1部分评估特

定失控进食事件的频率,采用二分类“是”或“否”进行

评价,回答为“是”则进行第2部分评估严重程度或患

者感觉失控的程度,采用0(根本不难停)~10(极难

停止)评分。分数越高,表明失控进食的严重程度越

严重,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0,暂未有汉

化版。有学者认为使用ELOCS可以更好地评估减

重术后患者的主观性失控性进食行为感觉,而不是进

食大量食物的暴饮暴食客观行为[7,29]。
2.2.2 耶鲁食物成瘾量表(Yale

 

Food
 

Addiction
 

Scale,YFAS) YFAS是2009年由 Gearhardt等[30]

根据《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中饮食行为的物质

依赖症状编制而成,评估过去1年患者食物成瘾症

状,根据患者是否大量进食、是否在进食和选择食物

上花费过多时间、是否多次尝试戒掉但未成功、是否

放弃社交和进食活动、是否知道过度进食可能引起

的不良后果仍继续进食、是否对食物产生耐受性和

出现戒断症状的7种状态(即7个维度),共25个条

目。YFAS的评分在前16个条目中评分范围为0
(从不)~4(每天都有)评分,条目17~25的回答

“是”为1分、“否”为0分。计算症状计数总分,符合

其中3个或3个以上领域的标准即为食物成瘾,分
数越高,食物成瘾越严重。YFAS在减重手术患者

中的应用表现出良好的信效度,已被翻译成多国语

言在减重手术患者中进行应用,德国版、葡萄牙版和

土耳 其 版 的 YFAS的 Cronbach's
 

α系 数 分 别 为

0.87、0.93、0.859[31]。韩莉等[32]使用 YFAS量表

中5个核心维度调查发现,减重手术可有效改善肥

胖患者的食物成瘾习惯,但未报道该量表的信效度。
2016年 耶 鲁 大 学 对 YFAS 量 表 进 行 更 新 为

YFAS2.0版本,该版本量表有35个条目,使用8级

评分(0=从不,7=每天),通过评估11种症状得分

诊断出食物成瘾的严重程度和临床意义[33]。目前,
国外已有YFAS2.0版在减重手术患者中使用并得

到验证,Cronbach's
 

α系数为0.90[34],国内暂未有

应用YFAS2.0版的报道。
2.2.3 食物渴望问卷特征(Food

 

Cravings
 

Question-
naire-Trait,FCQ-T) FCQ-T量表由Cepeda-Benito
等[35]于2000年编制,旨在评估患者对食物的渴求程

度,该量表包括9个维度,分别是进食意向、正强化、
负强化、缺乏控制、对食物的专注、饥饿感、渴望食物、
情绪性渴求和内疚感,共39个条目,从0(从不)~6
(总是)评分,量表整体Cronbach's

 

α系数为0.97。
中文版FCQ-T量表[36]在大学生人群中应用具有良

好的信效度,其各维度和量表整Cronbach's
 

α系数为

0.80~0.96,是可靠的测评工具,但汉化版FCQ-T尚

未运用于减重手术患者,其有效性有待考察。
2.2.4 其他测量工具 除上述工具外,评估减重手

术患者的饮食行为的测量工具还包括荷兰饮食行为

量表 (Dutch
 

Eating
 

Behaviour
 

Questionnaire,DE-
BQ)、三 因 素 量 表(Three-Factor

 

Eating
 

Question-
naire,TFEQ)和情绪化饮食量表(Emotional

 

Eating
 

Scale,EES)。DEBQ量表[37]包括限制性进食、情绪

化进食、外因进食行为3个维度共33个条目,采用
 

Likert
 

5级评分,1(不符)~5(确实真实)评分,得分

越高,异常进食行为倾向越高,该量表信效度可靠,已
被各国翻译使用。而TFEQ量表[38]有18个条目和

21个条目版本,其3个维度都为非控制进食、情绪化

进食和认知限制进食,采用4级评分,1(从不)~4(经
常)评分,量表 Cronbach's

 

α系数为0.76~0.89。
EES量表有25个条目,用于评估患者应对3个维度

(愤怒/沮丧、焦虑和抑郁)的反应而产生进食的冲动,
具有良好的结构有效性和内部一致性[39]。目前评估

减重手术患者情绪化饮食广泛使用 DEBQ 量表、
TFEQ量表和EES量表[15],TFEQ量表中关于非控

制进食维度也常用于评估患者术后的失控性进食行

为[7]。
2.3 测评工具的应用比较 在失控性进食方面,
EDE-BSV评估减重手术患者失控性进食行为的内

容广泛,包括主客观摄入大量食物的暴饮暴食行为,
其为结构化访谈问卷评估更加准确,但所需专业人

力资源较多和访谈时间较久,而 ELOCS和 TF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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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中的失控性进食维度为自我评估量表,主要集

中在患者主观上的失控性进食体验,所需评估时间

较短。在食物渴望度评估方面,虽然普适性量表

FCQ-T在减重手术人群中得到广泛应用,但相比于

特定减重手术背景下设计的BSATED量表,BSAT-
ED可以更准确地评估患者对食物的选择,FCQ-T
则更注重患者对食物的渴求程度。不过BSATED
的开发较晚,仅在单中心小样本中得到验证,需扩大

样本量进一步临床研究验证。现有的普适性量表

中,已 在 国 内 减 重 手 术 患 者 中 应 用 的 有 DEBQ、
TFEQ和YFAS量表,而汉化版EES、YFAS2.0和

FCQ-T还有待在减重手术人群中运用及验证。由

于国内外饮食文化背景和对饮食行为的概念有所差

异,后期有待开发出适应国内减重手术患者不良饮

食行为测评工具或汉化量表,以便更好地评价国内

减重术后患者不良饮食行为情况。

3 减重术后患者不良饮食行为的干预

3.1 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CBT) Sockalingam等[40]在心理咨询师的帮助下为

减重手术后1年的患者提供7次远程电话CBT干

预,通过分析纠正患者错误的认知,从而增强患者的

心理健康及适应行为。每次干预时间约60
 

min。主

要包括向患者介绍认知行为模型、食物记录和膳食安

排、安排愉快的活动、解决患者潜在的饮食问题等。
患者可根据自身的需求,与医务人员共同设定饮食、
身体活动、依从性和其他行为改变的目标。CBT干

预后患者暴饮暴食、情绪化饮食、抑郁和焦虑症状有

显著降低。尽管CBT广泛应用于各类疾病患者的心

理干预,尚未发现CBT在国内减重手术患者的应用。
赵康等[41]借助系统编码,整合出基于认知因素视角

下促进减重手术患者饮食行为和身体活动的干预策

略,对未来我国减重手术患者的心理行为管理研究有

一定的借鉴价值。另外,CBT新的应用途径,如通过

电话、互联网或虚拟现实技术,将有助于为患者提供

更方便、更低成本的治疗。
3.2 接纳承诺疗法(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ACT) ACT能够引导个体接受和改变影响

行为的消极思想和感受,并根据个人价值观加强行

动[42]。为了测试减重手术后
 

ACT干预的可行性,
Barley等[43]对减重手术后15~18个月的患者进行

了10次ACT干预,与常规护理组相比,ACT组患者

的饮食行为有显著改善,患者的心灵活性也显著提

高。此外,ACT中的正念饮食(通过步行冥想和坐式

冥想,对与食物相关的感觉和想法进行自我调节)也
被证实可以有效降低减重术后患者不良饮食行为的

发生[44]。基于正念饮食获得正念知识和技能,这不

仅有助于缓解患者消极的情绪,同时还能帮助患者维

持健康的饮食习惯。然而,正念干预技能需要在心理

专业人员的指导下才能掌握。
3.3 远程网络支持 研究表明,数字和移动医疗技

术正越来越多地被用作网络和同伴支持工具,通过建

立同伴网络和在线交流平台,患者可以分享减重术后

经验和建议,从而提高处理生活方式变化的动机和技

能,并增强自我管理能力[45]。同时建立数字信息化

平台不仅为患者提供更多的知识和支持,还可以鼓励

患者在平台上实时报告身体情况和遇到的问题,使医

务人员和患者能够及时互动和沟通,增强患者与医务

人员的联系,帮助患者解决当前困难[46]。让患者积

极参与数字医疗健康技术,为患者提供结构化和个性

化的支持,可以更好地促使健康行为改变[47]。数字

医疗技术的应用为患者提供了便捷的工具和资源,有
助于患者在减重过程中更好地管理和维护自己的健

康。研究发现,接受减重手术的患者其情绪性进食行

为水平较高,并存在多种心理健康问题,消极的情绪

与患者的不良饮食行为密切相关[48]。针对患者不良

饮食行为的干预措施,医务人员可以将心理干预与数

字医疗技术相结合,通过监测和跟踪患者的情绪和心

理状态,识别出患者可能发生的心理问题,并及时提

供支持,可以有效改善患者在减重过程中的不良饮食

行为。

4 小结
当前针对减重手术患者不良饮食行为开发的测

评工具较少,尚缺乏本土化的不良饮食行为测评工

具。因此,未来研究重点需结合我国减重手术患者

的特点进行不良饮食行为量表的编制,还可以通过

量性和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从主客观方面全面

了解影响减重术后患者不良饮食行为的因素,并为

进一步制定干预措施提供参考。国内针对减重手术

患者不良饮食行为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尽管国

外学者已对减重术后患者不良饮食行为进行了诸多

社会心理干预研究,但由于干预形式及文化地域差

异在国内的适用性有待进一步验证。建议今后的研

究应注重国内减重手术患者的实际情况,开展积极

的社会心理干预研究,并借助电子信息技术,提供便

捷、有效的干预手段,以促进患者更好地管理和改善

饮食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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