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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目的
!

探讨老年喉癌术后患者的生存质量与其社会支持&主要照顾者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为提高老年喉癌术后患

者的生存质量提供依据$方法
!

采用华盛顿医科大学生存质量量表"

cW/b\V

#&应对方式量表"

OSb

#及社会支持量表"

SS;S

#!

对住院的老年喉癌术后的患者及其主要照顾者各
+)

例进行问卷调查!用
T=9:-'.

相关分析等统计学方法进行处理$结果
!

老年

喉癌术后患者的生存质量普遍较低!社会支持处于中等水平!主要照顾者较多采用解决问题和求助的应对方式$患者的生存质量

与社会支持呈显著正相关"

"

"

)*)3

#!与照顾者解决问题&求助应对呈显著正相关"

"

"

)*)3

#!与照顾者的自责&退避应对呈显著

负相关"

"

"

)*)3

#$结论
!

提高老年喉癌患者的社会支持水平!照顾者采取积极地应对方式面对疾病!对患者的生存质量提高具

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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喉癌是头颈部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占头颈部肿瘤的

#*"N

!

$3N

#占全身恶性肿瘤的
3*#N

!

#*+N

$发病年龄主

要在
3)

!

#)

岁#其中
+3

!

#)

岁为高发人群'

!

(

$由于肿瘤部位

的特殊性#对患者的呼吸*吞咽*语言交流功能造成严重影响$

喉癌患者除了要承受身体*心理上的痛苦外#由于语言交流困

难*自我形象改变#更易使他们产生自卑*抑郁的心理'

2

(

$近年

来由于老年人口比例逐年上升#我国已进入快速老龄化阶段$

老年人作为特殊的群体#机体的各项功能逐渐减退#对疾病的

反应及预后等方面也会和年轻人有所不同$在社会支持方面#

-空巢老人.越来越多#老年人更容易出现社会支持不足的情

况#引发一系列生理或心理问题$随着生物
/

心理
/

社会医学模

式的发展#喉癌患者术后疗效的标准不仅是关注患者的治愈

率*生存率*器官功能重建等生物学指标#而逐渐向生存质量这

一包含生理*心理*家庭*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的指标发展$生存

质量已成为喉癌患者的远期康复指标'

$

(

$随着医疗技术进步#

越来越多癌症患者的治疗与护理从医院转到家庭#主要照顾模

式转为家庭照顾$本文通过调查研究#探讨社会支持*主要照

顾者应对方式对老年喉癌患者术后生存质量的影响#为提高患

者生存质量提供理论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抽取
2)!1

年
"

月至
2)!3

年
"

月在本院耳鼻

喉科住院手术治疗的喉癌患者及其主要照顾者各
+)

例#对其

进行问卷调查$患者纳入标准%经病理诊断为喉癌#进行全喉

或部分喉切除术#年龄大于
+)

岁#自愿参加本研究$主要照顾

者纳入标准%年龄大于
!0

岁#自身健康状况良好#无认知功能

障碍#具有基本读写能力$患者排除标准%急性并发症#有明确

精神病史#神志不清或不合作者$照顾者排除标准%不能承担

照顾患者日常生活者$本组患者年龄
+)

!

0#

岁#平均

!

++*$2P3*$"

"岁$照顾者年龄
2!

!

++

岁#平均!

$0*13P

!!*2$

"岁$见表
!

$

>*?

!

方法

>*?*>

!

资料收集方法
!

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资料#于
2)!1

年

"

月至
2)!3

年
"

月由调查员发放调查表#采用统一的导语#对

患者及家属讲解填写的方法#在
!35(.

内由研究对象自行填

+"$2

重庆医学
2)!#

年
+

月第
1+

卷第
!#

期



写问卷$对于不能自行填写者#由研究对象家属或调查员协助

填写$

>*?*?

!

测量工具

表
!

!!

研究对象人口学资料%

$

&

项目 患者 照顾者

性别

!

男
3+ $+

!

女
1 21

文化程度

!

小学及以下
$3 !3

!

初中
!# 23

!

高中
0 !3

!

大专及本科
) 1

!

硕士及以上
) !

职业

!

农民
!2 "

!

工人
0 +

!

服务业及个体
!) 21

!

干部公务员
2 !!

!

无业!包括退休"

20 !)

家庭月收入

!"

!)))

元
2

!

!)))

!"

$)))

元
!2

!

$)))

!"

3)))

元
1!

!

3)))

元以上
3

医疗保险

!

医保
0

!

农合
1"

!

其他!包括自费"

$

与患者关系

!

子女
1#

!

配偶
3

!

其他
0

>*?*?*>

!

一般资料问卷
!

由研究者自行设计#内容包括研究

对象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经济情况*医疗保险情

况等$

>*?*?*?

!

华盛顿医科大学生存质量量表!

cW/b\V

"

!

内容

包括身体机能*喉功能*心理状态*独立生活能力*社会关系和

环境
3

个方面#

2)

个条目#采用等级描述评分法#即
3

分为无

或好#

$

分为轻度或中度#

)

分为明显或差#满分
!))

分$分数

越高#表示生存质量越好$该量表的克伦巴赫系数!

O:'.K9DAZ

-

#

"为
)*#"1

#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

!

应对方式量表!

OSb

"

!

根据
X(??(.

8

-

应对问卷编制#

经过信度及效度检验#可作为研究不同群体应对行为研究的标

准化工具#

O:'.K9DAZ-

#

系数为
)*#0+

$共有
+2

个条目#包括

解决问题*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合理化
+

个维度$其中解决

问题及求助属于成熟型应对方式#退避*自责及幻想等属于不

成熟型应对方式#合理化为混合型应对方式'

1

(

$

>*?*?*A

!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SS;S

"

!

该量表由我国学者肖

水源
!"0#

年结合我国国情编制$目前该量表为国内社会支持

的有效测评工具#已广泛应用于调查研究$共有
!)

个条目#包

括主观支持*客观支持*支持利用度
$

个维度'

3

(

$总分为
++

#

分值越高#说明社会支持程度越高$按照量表的总分将社会支

持分为高*中*低
$

个水平%

13

!

++

分为高水平#

2$

!

11

分为中

等水平#

'

22

分为低水平$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STSS!#*)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对数

据进行了描述性分析*

T=9:-'.

相关分析$计量资料以
?P:

表

示#比较采用
!

检验$以
"

"

)*)3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老年喉癌术后患者的生存质量
!

生存质量总分!

#!*23P

!3*2!

"分#其中身体机能!

$2*"!P1*")

"分#喉功能!

"*$"P

2*02

"分#心理状态!

+*0$P2*$2

"分#独立生活能力!

0*)$P

2*+$

"分#社会关系和环境!

!1*11P2*3+

"分$

?*?

!

主要照顾者的应对方式
!

+

种应对方式得分%解决问题

!

)*#3P)*2!

"分#自责!

)*2!P)*!+

"分#求助!

)*30P)*!"

"分#

幻想!

)*$"P)*!0

"分#退避!

)*3!P)*2!

"分#合理化!

)*1+P

)*!"

"分$解决问题和求助的应对方式采用较多#而自责等不

成熟型应对方式采用较少$

?*@

!

老年喉癌术后患者的社会支持
!

社会支持总分!

$#*1$P

+*2)

"分#其中低等水平
!*+#N

#中等水平
03N

#高等水平

!$*$$N

#主观支持!

22*02P1*!1

"分#客观支持!

#*#3P!*31

"

分#支持利用度!

+*03P!*32

"分$

?*A

!

老年喉癌术后患者的生存质量与其主要照顾者应对方式

的相关分析
!

见表
2

$结果表明生存质量与照顾者解决问题*

求助应对呈显著正相关!

"

"

)*)3

"#与照顾者的自责*退避应

对呈显著负相关!

"

"

)*)3

"$

表
2

!!

老年喉癌术后患者的生存质量与其主要照顾者

!!!

应对方式的相关分析

项目 解决问题 自责 求助 幻想 退避 合理化

生存质量总分
)*1!+

$

%)*21"

$

)*$2#

$

)*!)" %)*!"!

$

)*!03

身体机能
)*231

$

%)*2)!

$

)*2$1

$

)*)#2 %)*!$1 )*!#1

喉功能
)*2)3

$

%)*)#2 )*2)2

$

)*)$) %)*)+1 )*)11

心理状态
)*1!#

$

%)*2#$

$

)*2+2

$

)*!)2 %)*!0+ )*!30

独立生活能力
)*21$

$

%)*!3$

$

)*210

$

)*)"0 %)*)1$ )*)3+

社会关系和环境
)*$)$

$

%)*2+)

$

)*2#1

$

)*)"3 %)*)0# )*)#1

!!

$

%

"

"

)*)3

$

?*B

!

老年喉癌术后患者的生存质量与其社会支持的相关分析

!

见表
$

$结果表明老年喉癌患者的生存质量与社会支持呈

显著正相关!

"

"

)*)3

"$

表
$

!!

老年喉癌术后患者的生存质量与其

!!!

社会支持的相关分析

项目 社会支持 主观支持 客观支持 支持利用度

生存质量总分
)*2#0

$

)*!1"

$

)*$20

$

)*!"!

$

身体机能
)*1$#

$

)*$#3

$

)*2$1

$

)*$#2

$

喉功能
)*)!1 )*)"2 )*!#3 )*)!$

心理状态
)*2!#

$

)*!"+

$

)*2$2

$

)*)!2

独立生活能力
)*)$0 )*)1! )*)#0 )*)2+

社会关系和环境
)*2)$

$

)*2$+

$

)*!2#

$

)*!)3

$

!!

$

%

"

"

)*)3

$

@

!

讨
!!

论

@*>

!

老年喉癌术后患者的生存质量情况
!

生存质量是指个体

在其所处的环境与文化背景下#由本身生存的标准*理想*追求

的目标所决定的对其目前社会地位及生存状况的认知和满意

程度'

3

(

#已成为评价喉癌患者远期康复的重要指标$本次研究

结果显示#老年喉癌患者的生存质量水平普遍较低#这与国内

的研究报道一致'

+

(

$影响患者术后生存质量的因素是多方面

#"$2

重庆医学
2)!#

年
+

月第
1+

卷第
!#

期



的#包括身体机能!咳嗽*咳痰*颈部疼痛*口腔干燥*嗅觉下降*

影响睡眠"#喉功能!呼吸困难*进食呛咳*发声影响"#心理方面

!消极悲观*担心复发"#独立生活能力!处理日常生活的能力*

参加工作的能力"#社会关系和环境!重新融入社会*治疗给家

庭带来的经济负担"$另外#老年患者更容易产生焦虑不安*敏

感多疑*悲观失望的心理'

#

(

#更需要家属给予心理*精神上的支

持$因此#提高老年喉癌患者的生活质量需要从认知*心理*社

会等多方面着手$作为护理人员#在工作中要有效地利用社会

资源#帮助患者充分认识到社会支持对其身心健康的促进作

用#鼓励他们与亲友交往#建立良好的社会支持)同时在临床工

作中#护理人员也应给予患者更多的情感和信息支持#分享建

议和想法#提高患者的主观支持#积极主动地与患者交流沟通#

指导其寻求有效的社会支持$

@*?

!

主要照顾者的应对方式情况
!

应对是个体对现实环境变

化所做出的有意识*有目的和灵活的调节行为#是心理应激过

程的重要中介机制'

0

(

$有研究表明#积极的应对方式可明显减

轻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

"

(

$本研究中#主要照顾者采用解决

问题和求助的应对方式较多#而较少采用自责等不成熟型应对

方式$考虑原因可能有以下方面#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患者

的
3

年生存率明显增加#主要照顾者的应激强度降低)随着优

质护理服务的开展#护理人员提供的相关知识指导#使照顾者

对疾病及护理有了更多了解#减轻了心理压力)患者住院期间

获得的家人及亲友给予的关心*问候较多'

$

(

#社会支持系统较

为有力$另外#随着医疗保险制度的推行和个人参保意识的增

加#使得个人的经济负担相对较轻$但是#照顾者也因自身文

化程度*身体条件等问题在应对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这提示

临床工作者#应将照顾者也纳入护理评估范围#根据他们的客

观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如针对照顾者护理知识和技能不足

的情况#护理人员可通过健康教育的形式#提供疾病与治疗相

关的信息#提高照顾者的技能$针对照顾者采取逃避*隐忍的

消极应对方式#护士可引导和鼓励帮助其抒发内心压力#提供

有效的压力应对指导#以丰富照顾者应对资源*优化压力应对

方式#最终缓解照顾者的压力$

@*@

!

老年喉癌术后患者的社会支持情况
!

社会支持是指社会

网络运用一定的物质及精神手段#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帮助的

行为总和'

3

(

$良好的社会支持可以提高个体的身心健康水平#

有利于维持个体良好的情绪#有益于心理健康$有研究表明#

恶性肿瘤患者的社会支持与抑郁具有相关性#良好的社会支持

有益于身心健康'

!)

(

$本研究结果显示#老年喉癌患者的社会

支持普遍处于中等水平$其中主观支持的得分较高#反映了患

者在情感上得到一定的满足$而客观支持得分偏低#其原因可

能是由于患者负担较重*需求较多#而现实中却经常无法满足$

老年喉癌患者作为一特殊群体#其发病原因的复杂性*治疗的

长期性*疗效的不确定性#不仅导致患者心理失衡#而且对家属

也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因此护理人员应重视患者的社会支

持状况#发挥社会*家庭支持系统的作用#一方面使患者获得稳

定的*充足的物质和经济支持以提高客观支持#另一方面鼓励

家人耐心倾听患者的感受#多关心*陪伴患者#创造有利于康复

的家庭环境'

!!

(

#提高患者的主观支持)同时也应使患者认识到

社会支持对其身心健康的促进作用#鼓励他们与家庭成员*亲

友*同事交往#出院后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提高社会支持利

用度$

@*A

!

老年喉癌术后患者的生存质量与其主要照顾者应对方式

的关系
!

本研究结果表明主要照顾者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正

视疾病*学习相关的护理知识#为患者提供最佳的照顾*情感支

持#有利于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反之#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

容易让患者产生负性的情绪#从而影响生存质量$因此#护理

人员应注意评估照顾者所采用的应对方式及其效果#及时纠正

消极和无效的应对方式$同时#不断的向照顾者提供相关的护

理知识#改变其原有片面或错误的认识#鼓励并引导他们采用

积极的应对方式#以缓解照顾患者的身心压力$

@*B

!

老年喉癌术后患者的生存质量与社会支持的关系
!

研究

结果显示#良好的社会支持对生存质量的提高有积极的作用$

社会支持有助于提高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

!2

(

#改善患者的生

存质量$因此#护理人员可通过帮助患者认识社会支持对其身

心健康的重要性#鼓励患者更多的与人交往*参加癌症患者沙

龙等社会活动'

!$

(

#主动利用来自于社会及亲友的帮助和支持#

从而提高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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