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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乳腺癌患者术后健康认知评价现状及影响因素!并探讨其与创伤后成长的关系$方

法
!

采取便利抽样法!采用一般资料调查问卷'健康相关的认知评价量表"

)9H(

#'创伤后成长量表"

BJS*

#'医

学应对方式问卷"

I)If

#'中文版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B(((

#对符合标准的
&.#

例乳腺癌术后患者进行调查$

结果
!

乳腺癌患者术后
)9H(

总分为"

+-2+#c+2$.

#分!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居住地'付费方式'病理类型的

患者健康认知评价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

BA=;405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有害-失去)(威胁)与创伤

后成长呈负相关"

=U%'2#!,

'

%'2#&"

!

!

"

'2'!

#!而(挑战)(良性-不相关)与创伤后成长呈正相关"

=U'2#,$

'

'2$.-

!

!

"

'2'!

#.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病理类型'屈服应对方式'社会支持最终进入回归方程!共解释健康认

知评价变异的
#.2#C

$结论
!

乳腺癌患者术后健康认知评价水平中等.病理类型'屈服应对方式'社会支持是

其重要影响因素.健康认知评价方式对乳腺癌患者术后创伤后成长具有显著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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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已成为全球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

!

*

#居 发病顺位和病死顺位的首位)

.

*

%预计到
.'&'

年#我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安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

(X.'!-9'"-'

"(安徽高校自然科学研究重点项目!

Xe.'!,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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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晓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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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硕士#主要从事外科护理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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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乳腺癌发病率将较
.''-

年增长
&!2!#C

#病死率上

升
$,2"$C

)

&

*

#给患者带来巨大的身心压力%随着积

极心理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开始认识到创伤性事

件不仅能对患者产生负面影响#同时能引起个体发生

积极心理改变#如增强个人力量&对生命感悟&人际关

系改善及健康认知等#即发生了创伤后成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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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0Z@N

#

BJS

"

)

$

*

%个体在经历创伤性事件

时#会通过认知重建#改变其原有的信念和目标#重新

设定生活方向#促进创伤后成长%创伤后成长的概念

模型认为积极的认知评价有利于促进创伤后成长)

#

*

#

然而#消极的认知评价则导致创伤后较少的调整和改

变%而目前关于乳腺癌患者术后健康认知评价水平

及与
BJS

关系的系统性研究较少#本研究通过横断

面调查的方法#探讨乳腺癌患者术后健康认知评价状

况&影响因素及与创伤后成长的关系#为临床实施针

对性干预措施提供参考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2!

!

一般资料
!

采取便利抽样的方法#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安徽省安庆市
.

所三甲医院的乳

腺癌术后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确诊为乳腺癌

并且已经手术者(具有一定的阅读和理解能力(自愿

参加本研究%排除标准'家属对其隐瞒癌症事实的患

者(有其他恶性肿瘤病史或其他严重并发症者%

!2"

!

方法

!2"2!

!

研究工具

!2"2!2!

!

一般资料调查问卷
!

采用由调查者自行设

计的一般人口学资料和疾病资料调查表%包括年龄&

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经济条件&医疗付费方式&肿

瘤分期&手术方式等%

!2"2!2"

!

健康相关的认知评价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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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量表包括
.&

个初级评价条目和
#

个二级评价条目%初级评价量

表有
$

个维度#分为威胁!

#

个条目"&挑战!

+

条目"&

有害$失去!

-

个条目"&良性$不相关!

$

个条目"#其中

威胁及有害$失去为负性评价#挑战及良性$不相关为

正性评价(二级评价个体应对选择和应对资源的维

度%每个条目采用
M1WA;@#

级评分法#

!

表示强烈不

同意#

#

表示强烈同意#每个维度条目相加为总分#得

分越高#表示个体对相关压力事件的评价越倾向于该

方式%该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威胁&挑战&有

害$失去&良性$不相关的
);05[=LNi4

*

分别为
'2-#

&

'2,.

&

'2--

&

'2,-

%目前主要适用于癌症患者人群的

认知评价)

,

*

%本研究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2-#!

%

!2"2!2#

!

创伤后成长量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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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量表包含
#

个维度#即对生活

的欣赏&人际关系&新的可能性&个人力量&精神改变#

共
.!

个条目#主要用于评价患者的创伤后成长的水

平%每个条目采用
M1WA;@#

级评分法#

!

表示+创伤后

完全没有体验到这种改变,#

#

表示+创伤后这种改变

非常多,#得分越高#表示创伤后成长越多%

BJS*

总

量表的
);05[=LNi4

*

为
'2"'

#

#

个分量表的
);056

[=LNi4

*

在
'2+,

!

'2-#

的范围%本研究中各维度的

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2,'!

!

'2,-

%

!2"2!2$

!

医学应对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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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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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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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46

@1055=1;A

#

I)If

"

!

该量表包括面对&回避&屈服
&

个分量表#共
.'

个条目#主要用于测量各种慢性病和

癌症患者对自己目前疾病的应对方式%每个条目采

用
$

级评分法#

!

表示+很少,+从不这样,#

$

表示+很

多,+总是这样,#分量表平均值越高表示个体越倾向

于用该种应对方式应对目前存在的健康问题%

I)6

If

量表的
);05[=LNi4

*

为
'2++

!

'2,'

#目前国内多

采用沈晓红等)

"

*修订的中文版问卷#翻译和修订后的

版本中#对屈服分量表增加了一个条目%本研究中面

对&回避和屈服
&

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2,".

&

'2,++

&

'2-,'

%

!2"2!2D

!

中文版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

A;LA1DA/40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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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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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量表包含
!.

个条目#强调个

体自我感受到来自家庭内外的支持程度%每个条目

采用
,

级评分法#

!

表示+极不同意,#

,

表示+极同

意,#分数越高表示个体领悟到的来自家庭&社会和个

人的支持程度越高%目前国内多采用姜乾金)

!'

*于

.''!

年修订的版本#在中国
B(((

量表的
);05[=LNi4

*

为
'2-'!

%本研究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2"!,

%

!2"2"

!

研究方法
!

在患者知情同意并签署同意书的

情况下进行#对每份问卷进行编码#采用一对一问卷

调查#患者独立填写#填写时间为
.'

!

&'<15

%问卷

当场检查&核实&收回%共发放问卷
&&+

份#回收
&&+

份#剔除无效问卷
!!

份#有效问卷
&.#

份#有效回收

率为
"+2,&C

%

!2#

!

统计学处理
!

原始资料采用
d

:

1/=@=&2!

进行录

入#逻辑纠错后#运用
(B((..2'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Gc#

进行描述#计数资料采用

频数和百分比进行描述统计#采用方差分析和独立样

本
>

检验比较不同人口统计学及疾病特征的健康认知

评价总分差异#采用
BA=;405

相关分析探讨各变量与

创伤后成长的相关性#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健康认知评

价的影响因素%检验水准
"

U'2'#

#以
!

"

'2'#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2!

!

乳腺癌患者的一般情况
!

本研究共纳入符合标

准的乳腺癌患者
&.#

例#年龄'

'

$'

岁
."

例!

-2"C

"#

$'

!

+'

岁!不含
$'

岁"

.,.

例!

-&2,C

"#

%

+'

岁
.$

例

!

,2$C

"(居住地'农村
.',

例!

+&2,C

"#城镇
!!-

例

!

&+2&C

"(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
.!+

例!

++2#C

"#

高中或中专
,,

例 !

.&2,C

"#大专 及以 上
&.

例

!

"2-C

"(职业'无业
++

例!

!-2-C

"#农民
!.'

例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2"C

"#企事业单位
+!

例!

!-2-C

"#公司职员
!-

例!

#2#C

"#个体经商者
.#

例!

,2,C

"#离退休
&$

例

!

!'2#C

"#其他
!

例!

'2&C

"(收入'

"

.'''

元$月
,.

例!

..2.C

"#

.'''

!"

$'''

元$月
!"!

例!

#-2-C

"#

$

'''

!"

+'''

元$月
&-

例!

!!2,C

"#

+'''

!

-'''

元$

月
.$

例!

,2$C

"(付费方式'自费
.'

例!

+2.C

"#医疗

保险
!!,

例!

&+C

"#农村合作医疗
!-,

例!

#,2#C

"#

部分 公 费
!

例 !

'2&C

"(照 顾 者'配 偶
..-

例

!

,'2.C

"#子女
-"

例!

.,2$C

"#其他
-

例!

.2#C

"(治

疗方式'单纯手术
,&

例!

..2#C

"#手术合并放疗或化

疗
.$"

例!

,+2+C

"#其他
&

例!

'2"C

"(化疗疗程'

!

!

.

次
!.#

例!

&-2#C

"#

&

!

#

次
".

例!

.-2&C

"#

+

!

-

次

&!

例!

"2#C

"#

'

次
,,

例!

.&2,C

"(是否有其他躯体

疾病'是
!"

例!

#2-C

"#否
&'+

例!

"$2.C

"(病理类

型'非浸润性癌
!'

例!

&2!C

"#浸润性癌
&!#

例

!

"+2"C

"(肿瘤分期'

,

期
#&

例!

!+2&C

"#

$

期
..,

例!

+"2-C

"#

(

期
$#

例!

!&2-C

"(有无转移'无
.+,

例!

-.2.C

"#有
#-

例!

!,2-C

"(手术方式'根治术
.#&

例!

,,2-C

"#保乳术
,.

例!

..2.C

"%

"2"

!

乳腺癌患者术后健康认知评价水平及各量表得

分情况
!

乳腺癌患者术后健康认知评价总分为

!

+-2+#c+2$.

"分#其中有害$失去&良性$不相关&挑

战&威胁维度得分分别为!

.&2$+c#2-"

"分&!

!'2$c

&2!!

"分&!

.'2,"c&2".

"分&!

!$2''c&2,+

"分(创伤

后成长总分为!

+.2,&c!#2'&

"分(面对&回避&屈服应

对方式得分分别为!

.!2'.c&2,#

"分&!

!,2'+c.2'!

"

分&!

"2+.c.2"-

"分(社会支持总分为!

+$2,,c!'2.

"

分#其中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其他支持维度得分分别

为!

.$2&$c&2+"

"分&!

.!2'!c$2&.

"分&!

!"2$.c

$2.

"分%

"2#

!

乳腺癌患者术后健康认知评价与创伤后成长的

相关分析
!

创伤后成长总分及各维度与健康认知评

价量表中的+有害$失去,+威胁,呈负相关(与+挑战,

+良性$不相关,呈正相关#见表
!

%

表
!

!!

乳腺癌患者术后健康认知评价与创伤后

!!!

成长之间的相关分析

项目
创伤后

成长总分

生活的

欣赏

个人

力量

新的

可能性

人际

关系

精神

改变

有害$失去
%'2#!,

=

%'2$'-

=

%'2$,!

=

%'2#$&

=

%'2$'-

=

%'2$',

=

威胁
%'2#&"

=

%'2$$'

=

%'2$-$

=

%'2##!

=

%'2$$.

=

%'2$',

=

挑战
'2#,$

=

'2$-'

=

'2#'"

=

'2#,#

=

'2$-.

=

'2$."

=

良性$不相关
'2$.-

=

'2&!$

=

'2$'$

=

'2$&.

=

'2&-&

=

'2.,-

=

!!

=

'

!

"

'2'!

"2$

!

乳腺癌患者术后健康认知评价的影响因素分析

"2$2!

!

单因素分析
!

不同居住地&付费方式&病理类

型的乳腺癌患者术后健康认知评价总分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2'#

"#而有无宗教信仰&肿瘤转移&不同

文化程度&职业&收入&照顾者&治疗方式&化学疗程&

肿瘤分期&手术方式的乳腺癌患者术后健康认知评价

总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2'#

"#见表
.

%

表
.

!!

乳腺癌患者术后健康认知评价的影响

!!!

因素单因素分析)

+U&.#

%

Gc#

%分*

变量 认知评价得分
M

$

> !

居住地

!

农村
+"2&-c+2.$ .2,$. '2''+

!

城市
+,2&,c+2#$

宗教信仰

!

有
+,2++c#2#& %!2'!, '2&!'

!

无
+-2,-c+2#.

文化程度

!

初中及以下
+"2!!c+2'. !2+,+ '2!-"

!

高中或中专
+,2--c+2-$

!

大专及以上
+,2$$c,2,'

职业

!

无业
+"2&+c+2++ '2+!& '2,.'

!

农民
+"2'"c#2+'

企事业单位
+,2"'c,2'&

!

公司职员
+-2&"c!!2'#

!

个体经商者
+-2.$c#2&.

!

离退休
+,2+#c#2',

!

其他
+$2''

收入!元"

!"

.''' ,'2'+c+2#- !2+'$ '2!--

!

.'''

!"

$''' +-2&"c+2&$

!

$'''

!"

+''' +,2".c,2!!

!

+'''

!

-''' +,2,!c$2".

付费方式

!

自费
++2,'c+2+# .2$.& '2'$+

!

医疗保险
+,2,$c+2+#

!

农村合作医疗
+"2$.c+2!,

!

部分公费
,.2''

照顾者

!

配偶
+-2-,c+2++ '2+., '2#&#

!

子女
+-2'.c#2"&

!

其他
+"2#'c$2!,

治疗方式

!

单纯手术
+"2',c+2&& '2##" '2#,.

!

手术合并放疗或化疗
+-2$"c+2$,

!

其他
,!2+,c.2'-

化疗疗程!次"

!

!

!

. +-2"!c+2'# '2#-- '2##+

!

&

!

# +-2'.c+2-#

!

+

!

- +-2''c,2.'

是否有其他躯体疾病

!

是
,'2!+c,2+$ !2'#$ '2.".

!

否
+-2#+c+2&&

病理类型分类

!

非浸润性癌
+$2+c&2,# %.2'&" '2'$.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续表
.

!!

乳腺癌患者术后健康认知评价的影响

!!!

因素单因素分析)

+U&.#

%

Gc#

%分*

变量 认知评价得分
M

$

> !

!

浸润性癌
+-2,-c+2$$

肿瘤分期

!,

期
+-2"$c,2+- '2&'& '2,&"

!$

期
+-2$-c#2-+

!(

期
+"2.'c,2#!

有无转移

!

无
+-2$$c+2$. %!2., '2.'#

!

有
+"2+.c+2&#

手术方式

!

根治术
+-2&.c+2&! %!2,,+ '2',,

!

保乳术
+"2-&c+2+"

"2$2"

!

多因素分析
!

以单因素分析结果有统计学意

义!

!

"

'2'#

"的影响因素为自变量#包括应对方式的

&

个维度&社会支持的
&

个维度纳入多元回归方程#以

健康认知评价得分为因变量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显

示病理类型&屈服应对方式&社会支持最终进入回归

方程#共解释了健康认知评价总变异的
#.2#C

#见

表
&

%

表
&

!!

乳腺癌患者术后健康认知评价的影响

!!!

因素多因素分析)

+U&.#

*

项目
未标准

化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标准化

回归系数
> !

常量
.,2##, !'2-&" .2".+ '2''$

病理类型
$2#-& .2$&- '2!!, !2"-- '2'$-

屈服应对方式
'2"', '2!,& '2&"# #2.&& '2'''

家庭支持
'2&$& '2!#' '2!"- .2.-$ '2'.&

朋友支持
'2&#& '2!." '2.$$ .2,$' '2'',

其他支持
'2&&. '2!!, '2... .2-&- '2''#

L

.

'2#.#

M !&2','

! '2'''

#

!

讨
!!

论

#2!

!

乳腺癌患者术后健康认知评价水平
!

本研究采

用
)9H(

的初级评价量表对乳腺癌患者进行评价#结

果显示#乳腺癌患者术后健康认知评价总分为

!

+-2+#c+2$.

"分#处于中等水平#这与以往研究结果

相一致)

!!

*

#也与国内针对肾移植受者的调查结果一

致)

!.

*

#说明创伤者的认知评价水平普遍偏弱#这为对

乳腺癌患者施行心理护理干预提供了更广大的空间%

认知评价是指个体针对压力事件及其所涉及的方面

进行评判的过程#而乳腺癌患者术后面临着许多压

力#如经济压力&家庭社会压力&事业压力&生活压力

等)

!&

*

(因手术引起的术后淋巴水肿)

!$

*

&性健康和性功

能的改变)

!#

*和化疗伴不良反应等生理痛苦(因手术和

其他治疗方式对自身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产生严重的

心理应激反应#如身体外形的改变包括乳房外形的改

变&女性部分性别特征丧失等#患者焦虑&抑郁情绪显

著#影响人际关系#导致社会功能障碍)

!+

*

#严重影响其

生活质量%加之本研究对象农村患者较多#且受教育

程度多在初高中水平#这些因素都导致了本研究乳腺

癌患者术后健康认知偏负性评价%

本研究结果显示#乳腺癌患者对健康相关的认知

评价中#多倾向于+有害$失去,+挑战,的评价#得分分

别为!

.&2$+c#2-"

"分和!

.'2,"c&2".

"分#提示乳腺

癌患者术后对健康认知多持负性评价#但同时存在正

性评价%乳腺癌患者术后仍面临着诸多问题#如'身

体外形的改变#术后并发症的影响&放化疗的不良反

应&医疗费用的支付以及担心复发转移等#这些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给患者身心造成巨大的压力#对这些问

题的认知越多越倾向于这一压力性事件会带来严重

的后果#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一致)

!,

*

#这会让患者产生

负性的认知评价#出现焦虑&恐惧&癌性疲乏&术后病

耻感等心理体验#本研究中认知评价为+有害$失去,

的程度最高%同时也有患者认为手术为其带来了希

望和重生#相信自己有能力应对目前存在的健康问

题#患者在与疾病进行抗争过程中#会对疾病及人生

产生正性评价#从而增加+良性$不相关,评分%低威

胁评价和高应对能力评价能够调节个人控制#促进患

者心理健康#减轻心理痛苦#因此#护理工作者应对乳

腺癌术后患者进行健康认知的评价#对过多负性评价

者加强健康认知教育#给予更多的关心和指导#促进

其积极评价健康事件%

#2"

!

乳腺癌患者术后健康认知评价的影响因素分析

#2"2!

!

病理类型
!

本研究结果显示病理类型是乳腺

癌患者术后健康认知评价的影响因素之一#非浸润性

癌的癌细胞生长局限于基底膜内#属于早期#预后较

好#容易使患者重建对身体康复的信心和对未来生活

的希望#有利于正性认知的评价(而浸润性癌的癌细

胞突破基底膜并向周围浸润#预后较差#患者感知健

康能力较弱#认为目前的健康状态给其带来的威胁或

有害强烈#不利于正性认知的评价%因此#对病理类

型较差的乳腺癌术后患者应加强沟通#适时给予恰当

的心理疏导#引导积极评价%

#2"2"

!

屈服应对方式
!

本研究结果表明屈服应对方

式影响乳腺癌患者术后健康认知评价#应对方式是指

个体的行为和认知努力用于管理人与情境互动所带

来的内在和外在的要求)

!-

*

#患者采取屈服应对方式面

对压力性事件时#往往自我感觉无能为力#信心不足#

不愿坦然面对#不愿与他人提及#甚至刻意遗忘#消极

的应对方式更容易对患者产生诸多负性情绪和不良

影响#使患者体验到更高水平的心理痛苦#从而影响

术后健康认知评价的水平#不利于个体的治疗与康

复%护理人员应对乳腺癌术后患者提供压力应对策

略#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面对现实#提高积极认知评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价#改善心理状况#促进治疗和康复%

#2"2#

!

社会支持
!

在本研究中社会支持也是影响乳

腺癌患者术后健康认知评价的因素#社会支持来源于

家人&亲戚和朋友等提供的情感支持&经济支持和陪

伴支持等#良好的社会支持可以帮助患者适应应激环

境#重新建立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社会参与水

平)

!"

*

#对压力性事件的健康认知评价越倾向于正性%

本研究提示护理工作者应鼓励患者积极主动寻求社

会资源并加强沟通#注重提高其利用度#提升正性认

知评价水平%

#2#

!

乳腺癌患者术后健康认知评价与创伤后成长的

关系分析
!

BA=;405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有害$失去,

+威胁,与创伤后成长总分呈负相关#+挑战,+良性$不

相关,与创伤后成长总分呈正相关#说明正性评价越

高的患者获得的创伤后成长越高#这与以往研究结果

相一致)

.'

*

%乳腺癌患者在疾病的过程中形成乐观向

上的积极认知和较多的社会支持感知#会更深层次的

理解疾病产生的意义和影响#最大限度地减少心理困

扰和负面情绪#对创伤后成长有正向预测作用(患者

感受到疾病负性评价如疾病威胁&伤害&损失等越多#

对疾病的认知越是消极悲观#负性评价就越多#其心

理困扰就越重#发生抑郁症的概率就越大#越不利于

创伤后成长#为负向预测因子%因此#在临床工作中

需要医护人员了解患者的健康认知程度#同时还要注

意观察创伤后成长水平的动态发展过程#及时给予患

者针对性心理疏导#做好健康宣教工作#促使患者接

受并积极转变对癌症压力性事件的观点和态度#提高

患者的正性认知评价水平#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从

而增加患者创伤后成长水平%

!!

乳腺癌患者术后健康认知评价水平中等(病理类

型&屈服应对方式&社会支持是其重要影响因素(健康

认知评价方式对乳腺癌患者术后创伤后成长具有显

著预测作用%临床医护人员应加强对乳腺癌患者术

后的健康认知评价的评估#鼓励采取积极的方式应对

疾病#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引导正性认知评价#促进创

伤后成长#以利于身体康复和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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