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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授权中文简化量表的修订及初步应用研

究)

I

*

(

杭州'浙江大学"

$"#"(

)

%&

*孙春燕"张清
(

腹膜透析授权简化量表评估腹膜透析患者

授权能力的信效度)

_

*

(

中国全科医学"

$"#>

"

#+

$

+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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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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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香丽"尹心红"陈娟慧"等
(

授权理论在维持性血液透析

患者健康教育中的应用)

_

*

(

护理管理杂志"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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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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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玲"杨连招
(

授权教育对维持性血液透析病人饮食自我

管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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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性需求的相关因素分析'

曾兆兰 综述!杨
#

翔%审校

"成都医学院护理学院
#

>#""A%

#

##

#关键词$

#

老年人'性欲'性健康'策略!实验性

#中图法分类号$

#

Z#>#(?

#文献标识码$

#

F

#文章编号$

#

#>?#5A%@A

"

$"#?

#

%@5@A&?5"@

##

性"作为人类根本欲望之一"具备生命力&创造力"受到生

理&社会&文化&经济&政治&教育&宗教的影响)

#

*

!性健康需求

属于人类健康需求中最具普遍性的需求"世界卫生组织

$

c8H

%对性健康的定义是'通过丰富和提高人格&人际关系和

增进爱情的方式达到性生活的肉体&情感&理智和社会等方面

的满足和协调)

$

*

!然而"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日益严峻"老

年人性健康问题逐渐暴露出来!老年人依然存在性需求"但由

于受生理上衰老的影响和传统观念的制约"使得社会对老年人

性需求产生偏见"这不仅影响了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还导致

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现就老年人性需求现状&影响因素&应

对策略进行综述!

!

#

老年人性需求现状

##

受中国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的影响"大多数人认为性爱是

人类青春的象征"是生儿育女强烈欲望的产物"只要不再生育"

就不再需要性生活"以致许多老年人为自己有性欲和性的要求

而感到羞愧&困惑"所以在心理上常常压抑自己的性需求"克制

自己的性行为"久而久之"造成对自己身体和心理上的伤害!

高良敏等)

%

*对云南省某地老年人性需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

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加"老年人认为自己的老伴在生理上不

需要性生活"实则不然"年龄并非主导老年人性生理需求的主

因!

)

K

1.

等)

@

*的研究显示"老年人常受到社会刻板观念影响"

老年人有性需求是羞耻行为"应受到社会歧视!

P..

等)

&

*对英

格兰老年男性和女性的性健康及福利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平

均年龄为
>>(+

岁的老年男性和平均年龄为
>>(A

岁的老年女

性均有性欲望和性生活#

A"

岁以上的老年男性有
>"($'

仍有

性生活#

A"

岁以上的老年女性有
$?(A'

有性生活#此外"在一

些贫穷落后的地区"

#+'

老年男性和
%$'

的老年女性每月性

交
$

次以上"

@+'

的老年男性和
>$'

的老年女性频繁接吻或

抚摸"而
#?'

的老年男性和
?'

的老年女性频繁手淫!由此看

出老年人在生理上仍然具备着较强的性欲望"许多老年人仍然

保持着活跃的性生活!安丽辉)

>

*的研究显示老年人的性需求

常被家庭和社会所忽视"从而引发不安全的性行为"如嫖娼&性

犯罪等"加之老年人不在乎&无所谓的心理"导致了人类免疫缺

陷病毒$

89;

%和梅毒的感染与传播!

IR/2

等)

?

*通过对中国云

南省德宏县
89;5#

患者与单纯疱疹病毒$

8);5$

%患者的研究

中发现"不良的性行为是造成
89;5#

与
8);5$

疾病流行的重

要原因之一!所以"目前我国老年人的性需求与社会的传统观

念存在着许多矛盾"也面临着诸多困境"因此引发的老年人性

犯罪&老年人性疾病的传播等社会问题更是日益严峻!

#

#

影响老年人性需求的相关因素

#(!

#

老年人性生理的变化
#

进入老年期后"老年人的身体机

能整体下降"性功能也随之衰退"性器官老化"性激素分泌减

少!

3L.0/

)

A

*和
)2

K

M.0

等)

+

*的研究显示"雄性激素对人的一生

具有重要作用"睾酮对人的生活质量有深远意义!老年男性主

要表现为睾丸发生退行性萎缩&分泌性激素的机能减退&雄性

激素生成减少"生精小管的固有膜和基底膜增厚&生精上皮变

薄&管腔闭塞&睾丸萎缩还常伴有血液供应减少#老年男性的附

属器官也发生一系列退行性萎缩"致使神经传导速度减慢"从

而出现勃起困难&勃起持续时间短及阴茎勃起的角度&睾丸上

提的状况&射精量&精子总数等均有降低等现象)

#"

*

!

=R2OU

等)

##

*对雌激素与女性性欲之间可能存在联系进行研究"结果

显示"雌激素受体基因会影响女性的性欲和阴道润滑水平!老

年女性由于主要维持性功能的雌激素水平急剧下降"卵巢功能

也随之减退"导致阴道分泌物减少"阴道黏膜变薄&性交疼痛&

生殖道萎缩等"另外生殖器官的退行性变化如阴毛脱落&皮肤

弹性差&阴道口缩小等改变"都对性功能产生不同程度的

影响)

#$

*

!

#(#

#

身体健康状况
#

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特别是所患疾

病"是影响性需求的重要原因之一!

<42.74

)

#%

*

&

_JL/2O.2

等)

#@

*

和
=0711

等)

#&

*的研究显示"生殖系统术后老年人的性功能和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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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活动大多数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功能障碍"特别是一些生殖

器官切除术&侵入性外科治疗"都会引起老年人性生活频率减

少&性焦虑增加&对性生活的满意度下降&身体敏感性下降等!

老年人患泌尿系统疾病也较常见"这对老年人的性健康和性需

求都有着一定的影响!余燕等)

#>

*对四川省巴中市老年女性群

体性状况现状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老年女性泌尿生殖器官的

病变和萎缩"表现为性生活时前庭大腺的分泌量减少"阴蒂对

性刺激的反应减弱"阴道扩张反应减慢等!除此之外"老年人

常见的慢性疾病也会影响老年人的性健康"如'心脏病&哮喘&

高血压等!

P71

等)

#?

*对急性心肌梗死男性患者性功能恢复的

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心血管疾病可导致心脏提供给

全身器官$包括生殖器官%的血液量减少"导致男性勃起功能障

碍&干扰男性的性功能!

FE/0

等)

#A

*在经鼻持续气道正压通气

治疗对性功能的影响研究中发现"异常的呼吸形态可引起血氧

饱和度下降"造成相关的心血管和神经并发症及性功能障碍!

8JOO.727

等)

#+

*

&

=.00/

等)

$"

*的研究显示"一些药物的使用可导

致性功能障碍"如海洛因&阿片类药物&美沙酮用药剂量等"对

男性勃起功能的影响尤为明显!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身

体机能不断下降"但老年人的性需求依然是存在的!

#($

#

心理健康状况
#

在现实生活中"老年人的性心理也出现

了诸多问题"老年人对性知识的缺乏和性愚昧是导致老年人性

功能障碍的主要原因"加之传统文化的偏见导致老年人的性心

理比性生理还先衰退)

$#

*

!由于受传统文化影响"女性面对性

行为的态度表现为把性看成是见不得人的事"极力回避性话

题"加之年龄大了"更是视性生活为不正经的事!

_.2

)

$$

*通过

对影响老年女性性生活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老年女性常

用自己+太老了,+又丑了,或+年龄大了,来限制自己的性生活!

而老年男性由于性功能的减退"觉得自己+不行了,+不应该,或

+不需要,的心理表现越来越明显"认为自己对性的渴望也难以

找到"心理上对自我性能力质疑#认为自己作为社会中的长者"

更需要社会对自己长者身份的认同#更有甚者"认为精液十分

宝贵"强忍不射精"造成生殖道的炎症!

cJ0U.4

等)

$%

*研究睾丸

切除术后对身体形象和性功能影响"结果显示"老年人的心理

健康状况容易受到生殖系统手术的影响"易产生自卑感"所以

面临自己的性需求时"他们会努力压抑这种欲望"认为自己不

应该再有性行为!

#(%

#

社会影响因素
#

社会意识的复杂性让老年人的性问题面

对着巨大的压力"基于传统文化与社会发展形成的社会意识是

极其复杂与矛盾的"老年人在其性需求中实际并没有社会角色

的特殊化"但社会意识总是要将传统文化与社会道德与性联系

在一起"用道德来捆绑老年人的性需求"若是老年人的性需求

较为强烈"就会受到社会的谴责和质疑"甚至被贴上不道德的

标签!

9̂.27RW

等)

$@

*研究宗教对美国老年人性需求的影响"结

果显示"宗教认为老年人有性需求是禁忌"性欲只属于年轻人"

性生活并不重要!由此看出"以+自由,著称的西方社会中仍有

不少人对老年人的性问题持消极态度"因为这些观点是与人的

价值观&道德观&宗教信仰紧密相连的"一旦形成"就将贯穿于

人的一生)

$&

*

!

;744/0

等)

$>

*对老年住宅护理设施进行研究"结

果表明"

??(%'

的老年人表示他们没有接受过关于性知识和老

龄化的培训"社会机构也不赞成将性知识作为培训主题!

6E/R47VV.

等)

$?

*在护理人员对住院老年人进行性健康教育的研

究中发现"

@&(>'

护理人员接受过培训"

@"(?'

的护理人员从

未接受过培训!何平等)

$A

*在临床医护人员对患者性健康指导

现状的调查研究中发现"临床医护人员普遍存在缺乏有效的性

健康知识"存在消极的性健康指导态度和被动的指导行为!当

老年人对自己性需求出现困惑时"社会缺乏对老年人性知识的

普及和帮助机构"以致老年人无所适从!除此之外"社会舆论

的导向偏差"大量新闻媒体的负面报道"都影响了老年人正常

的性需求!

$

#

应对策略

$(!

#

科学锻炼身体
#

老年人应根据自身体质情况"积极参与

体育运动"锻炼身体"保持健康!

c/2

Y

等)

$+

*的研究结果显示"

体育锻炼可改善老年人的勃起功能"老年人应选择合适的项

目"坚持有氧运动"有效提高性能力!在进行全身锻炼的同时"

要有意识地锻炼骨盆肌肉"使整个骨盆更加健壮"肌群更具弹

性"还能促进血液供应"减缓性功能的衰退"但要避免身体的过

度疲劳和情绪紧张!老年人应维持适宜的体质量"不仅能保持

身体健康"对性功能的改善也有一定帮助!

$(#

#

注意合理饮食
#

老年人应注意膳食的平衡"营养的合理"

这对老年人的性能力有一定帮助!除了饮食要荤素搭配以外"

要多吃富含维生素&矿物质&有益脂肪酸和氨基酸的食物!多

吃些蛋类&牛奶&豆制品&羊牛肉&鲜鱼&海产品&蔬菜水果等"以

满足身体对各种营养素的需要!老年人不宜大量饮酒"过量酒

精易对性功能造成损害)

%"

*

!老年人也可适当地药物进补"如

红枣&枸杞&人参&灵芝等中成药"服从医生指导"合理进补"才

能滋养身体改善性功能!

$($

#

及时改变观念
#

老年人应摒弃有性需求就是下流可耻的

传统观念"因为年龄的增加与生理功能的衰退并不意味着性需

求的终止!老年人要正确面对和表达性需求"努力做到不强求

性能力"不压抑性需求&不刻意中断性行为"保持良好的心态"

并追求积极的精神生活!老年夫妻不应长期分床"应时常保持

沟通交流"保持身体间的接触"如牵手&拥抱&亲吻&爱抚等"以

达到心理和生理上的满足!

$(%

#

加强性知识宣教
#

针对老年人的性生理特点"加强性知

识方面的宣传与教育!首先"让老年人了解老年性生活是有益

于其身心健康的"适当的性生活可以让男性精神焕发"女性减

缓衰老"还可以增强自信"解脱心理紧张和心理压力!赖妍彤

等)

%#

*通过对延缓性衰老方法的研究"结果表明"性行为可以促

进机体分泌内啡肽"增强巨噬细胞和抗干扰素的活力"进而防

止各种疾病的发生!宣传老年人性生活相关的知识"如增加性

刺激素或涂抹润滑剂&适当调整体位减少体能消耗&注意时间

控制防止疾病复发等"通过各种科学健康的方式帮助老年人逾

越生理上的障碍"科学&适当地拥有性生活"使家庭和谐美满!

$("

#

设置专业机构提供帮助
#

首先要引导老年人寻求正确的

帮助渠道"医院与社区可以成立专业的老年人婚姻问题咨询机

构"为老年人对性需求产生困惑时提供帮助)

$

*

!因此"医学专

业学生及在职医护人员自身迫切需要比较专业&科学&全面的

性健康指导教育"学校也有必要对学生进行性与生殖健康教

育!还可以设立专门的电话热线"有助于老年人匿名咨询"尊

重老年人的人权#必要时要鼓励老年人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

让老年人获得正确指导"防止老年人性犯罪的发生"也可预防

老年人性传染疾病的传播)

$

*

!王宝智等)

%$

*的研究显示开设科

学&正规&严肃的性健康教育网络平台"让更多的部门参与进

来"给老年人灌输科学性知识"是很有必要的!

P.OU.0

等)

%%

*在

政策对老年人性行为的影响研究中"结果表明"社会缺乏明确

的性行为处理政策"使老年人被迫隐藏性行为"应开发和推广

与性行为相一致的政策"对老年人的性需求与性健康进行

帮助!

A&A@

重庆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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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E

#

促进性科学研究与发展
#

中国性科学事业发展面临着巨

大的挑战和机遇"性科学事业的发展是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

最具普遍性的需要)

%@

*

!所以"应深入和深化开展性科学研究"

加强性文化教育"特别是针对老年人"让老年人明白中华民族

是崇尚美满爱情和美好夫妻的!还要开展性医学临床工作"研

究性功能障碍&不孕不育&性传播疾病等"研究其他系统&器官

疾病导致的生殖系统病变"利用医学内外部力量"结合现代科

学技术的进步"努力推动性科学发展!

随着医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国社会老龄化情况日益

严峻"数以万计的老年人需要情感&生活的关心和抚慰"现已成

为很突出的社会问题"关注我国老年人性需求现状"正确引导

老年人的性行为"对促进老年人性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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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的下肢运动学和动力学改变

李珂珂 综述!曹曼林%审校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康复科
#

$"""%"

#

##

#关键词$

#

前交叉韧带重建术'生物力学 '动力学'肌力'综述

#中图法分类号$

#

Z@+%

#文献标识码$

#

F

#文章编号$

#

#>?#5A%@A

"

$"#?

#

%@5@A>"5"%

##

膝关节属于滑车关节"其结构复杂"由股骨下端&胫骨上端

和髌骨等构成"是人体重要的承重关节之一!虽然膝关节囊薄

且松弛"有不稳固的结构基础"但膝关节有一系列的韧带"对关

节稳定起着重要作用"其中前交叉韧带$

/2U.07J0E0RE7/U.47

Y

/5

1.2U

"

F[P

%是稳定膝关节的重要结构之一!因其在膝关节内

的解剖特点"当膝关节强力伸直或极度扭曲时极易损伤)

#

*

!损

伤后患者表现为严重疼痛&关节肿胀&关节积液及功能障碍!

若不及时进行修复"将会产生明显的关节不稳"继发半月板和

关节软骨的损伤及退变"导致膝关节骨关节炎$

3HF

%!

#+"%

年
G/UU4.6/

K

J

报道
F[P

损伤后的修复"发展至今"

F[P

重建

$

/M

b

/E.2UEL/22.44./W/

Y

.0.EJ2OU0REU7J2

"

F[PZ

%已是关节外

科的一个重要的治疗方法!现将
F[PZ

后膝关节的运动学及

动力学变化综述如下!

!

#

结构与功能及损伤风险因素

##

F[P

起于股骨外侧髁的内侧面"穿过髁间窝"向前下方斜

行止于胫骨髁间嵴前方&内侧髁间嵴表面及前外侧的骨面!部

分纤维附着于外侧半月板的前&后角"还有部分纤维直接附着

于内侧半月板前方的骨面)

$

*

!

F[P

主要功能为限制胫骨过度

前移"此外还有较弱的限制膝关节内外旋运动的作用!

F[P

内本体感受器主要感受躯体的空间位置&姿势&运动状态和运

动方向的变化!机械感受器是膝关节本体感觉的主要来源!

F[P

体积的
#'

!

$'

由机械刺激感受器构成"主要分布于韧

带的股骨和胫骨附着处!

F[P

损伤或重建术后"本体感受器

数量减少"受损
F[P

张力下降"导致膝关节本体感觉功能减

退"进而影响膝关节功能)

%

*

!

F[P

损伤分为接触性损伤和非

接触性损伤"以非接触损伤多见!非接触性
F[P

损伤的风险

因素主要有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两大类"其中内在因素包括'

胫骨平台倾斜角&髁间窝大小&膝关节生理性松弛&膝关节过伸

等#外在因素包括'运动鞋底面的反作用力&运动水平&肌肉力

量&训练条件等)

@

*

!

#

#

动力学变化

##

HOU.027

Y

等)

&

*对
@&

例
F[PZ

术后
#

年的患者在下肢闭链

运动中的研究发现"髋关节伸展力矩增加的同时膝关节伸展力

矩降低!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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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
#

年以上的患者

进行步态分析发现'在下台阶运动&上台阶运动的第
$

步$共
%

级台阶%和步行时重建侧膝关节伸展力矩下降"同时髋关节伸

展力矩增大"从而使髋膝伸展力矩比值增加!从力学角度得知

髋膝伸展力矩比值与胫骨前剪切力呈负相关!所以"机体通过

提高髋膝伸展力矩比值策略避免了对修复的
F[P

产生过高张

力"减少修复
F[P

再损伤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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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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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伤患者进行单腿跳测试研

究发现"在单腿着地时"下肢关节力矩的变化与躯干屈曲的角

度和身体动态稳定性有明显的相关性!在着地的中期和终末

期"膝关节屈曲力矩减低"而髋关节屈曲和踝关节背屈的力矩

增加"这种力矩的再分布是恢复身体重心稳定性的必要条件!

身体重心的位置是姿势动态平衡稳定性的基本要素"单腿着地

躯干屈曲向前是机体恢复动态平衡的前反馈!躯干向前屈曲

后使足部的着地力点更向前移"使髋&膝&踝关节的地面反作用

力线轴前移"影响反作用力臂!膝关节反作用力臂减低"而踝&

髋关节力臂增加"最终膝关节力矩转移至髋和踝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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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伤患者在术前&术后
>

个月&术后
#

年
%

个独立时间点进行单腿跳测试后发现在落地时患侧膝关

节屈曲力矩下降"踝背屈力矩增加"机体在矢状面上向踝关节

转移部分膝关节力矩!由于在此次研究中发现最大膝关节屈

曲力矩
h

踝关节背屈的力矩是
$(&

"所以落地任务对跖屈肌的

要求比对膝关节伸肌要求低!机体用此力矩转移策略减少了

落地时对膝关节伸肌的要求"从而弥补了术后股四头肌力量的

不足!除了矢状面力矩出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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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大于
?

个月$平均
?

年%患者的步态进行分析发现

冠状面力矩也出现改变'患膝在步态中的
#&'

时相段出现内

收力矩增加"增加的内收力矩主要出现在站立中期和站立末

期!将内收力矩波形与地面反作用力波形对比"发现内收力矩

增加的同时地面反作用力也增加!因此"膝关节所承受的剪切

力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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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膝关节内收力矩值增加是膝盖内侧

间室骨性关节炎发生&严重程度&疼痛&发展速度的一个较强的

预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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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下肢力矩总和的角度分析

研究患者进行垂直单腿跳和侧面上台阶测试结果显示"在单腿

垂直跳的起&落地时段和侧身登台阶运动时膝关节伸展力矩降

低"在垂直跳起跳时段
%

关节伸展力矩之和无改变!所以笔者

认为在垂直跳起跳时段机体通过增加髋关节和踝关节伸展力

矩来补偿膝关节伸展力矩的不足!从力矩总和角度分析的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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