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著"临床研究
!!

/01

'

!'2&"+"

$

3

214452!+,!6-&$-2.'!-2&$2'!.

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化疗患者病耻感现状及其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研究#

任志玲!

!茅乃权.

!甘海洁&

!韦瑜群&

!韦巧玲.

!李妹英&

!庞永慧!

$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

护理专家督导组.

.2

胸外科.

&2

呼吸肿瘤内科
!

#&''.!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化疗患者病耻感现状及其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方法
!

以自行设

计的一般情况调查问卷'肺癌患者病耻感评估量表"

)M)((

#和肺癌患者生活质量调查问卷"

P9)J6M

#对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某省级三甲肿瘤医院就诊的
!$$

例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化疗患者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
!

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化疗患者病耻感总分"

,'2-&c!'2+&

#分!各维度得分为耻辱与羞愧"

&,2+'c$2#!

#

分!社会隔离"

!+2!#c.2&#

#分!歧视"

+2!-c!2&,

#分!吸烟"

!'2"'c.2.&

#分!除歧视维度!病耻感总分及其他

维度均高于量表中位分数"

!

"

'2'!

#.患者生活质量总分为"

-.2.+c!#2-+

#分与病耻感总分及各维度均呈负相

关"

!

"

'2'#

#$经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生活质量得分的影响因素有病耻感耻辱与羞愧维度'个人月收入及是否

合并慢性疾病$结论
!

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化疗患者病耻感水平较高且与其生活质量密切相关!应引起临床工

作者的重视$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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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耻感.生活质量.癌!非小细胞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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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耻感指个体因患某种疾病而遭受歧视&排斥所

产生的自觉羞耻&内疚&自责等的负性心理体验)

!

*

%

病耻感主要涉及精神疾病&传染性疾病!如艾滋病"&

癌症&失禁&肠造口等领域%据研究报道#多数肺癌患

者存在一定程度的病耻感#且高于其他癌症患者)

.

*

#

导致患者社交隔离#延迟就医)

&6#

*

#严重影响肺癌患者

的身心健康及生活质量)

+

*

%国内关于肺癌病患者耻

感的研究尚处于描述性研究阶段#尚未有研究探讨肺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广西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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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患者病耻感与其生活质量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影响

的作用%本研选取某省级三甲肿瘤医院就诊的晚期

非小细胞肺癌化疗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

进一步探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化疗患者病耻感现状#

并分析其与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现将结果报道如

下%

!

!

资料与方法

!2!

!

一般资料
!

采用便利取样法选取
.'!+

年
!!

月

至
.'!,

年
-

月在某省级三甲肿瘤医院入院接受治疗

的肺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

!

"经支气管

镜检和穿刺活检确诊为非小细胞肺癌(!

.

"疾病分期

为
(

[

!%

期丧失手术机会(!

&

"住院接受化疗(!

$

"年

龄
!-

!

-'

岁(!

#

"知晓自身病情(!

+

"自愿参与并签署

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

!

"存在认知障碍(!

.

"有精

神病史(!

&

"病情恶化无法完成问卷者%本研究共发

放调查问卷
!#'

份#有效回收
!$$

份#有效率为

"+2'C

%研究对象一般资料及疾病资料见表
!

%

!2"

!

方法

!2"2!

!

测量工具
!

!

!

"一般资料调查表'由研究者自

行设计#内容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居住地&文

化程度&个人月收入&职业&吸烟史&病程&是否合并慢

性病&是否有癌症家庭病史等%!

.

"中文版肺癌病耻

感量表!

)M)((

"'

)M)((

由
)9J9MOQ

等)

,

*研发#杨

茜茜等)

-

*将其进行汉化调试后形成中文版
)M)((

量

表#该量表共
.,

个条目#共分为'耻辱与羞愧&社会隔

离&歧视和吸烟
$

个维度#采用
M1WA;@$

级评分法#各

条目得分范围为
!

!

$

分%量表得分范围为
.,

!

!'-

分#分数越高表示病耻感水平越高%该量表总的

);05[=LN

"

系数为
'2--

#本研究中的
);05[=LN

"

系

数为
'2-&

%!

&

"癌症治疗功能评价系统
6

肺癌模块

!

P9)J6M

"'该量表由癌症患者生活质量测定量表共

性模块!

P9)J6S

"和肺癌特意模块构成#是目前测量

肺癌生活质量最常用的量表之一%量表共分为
#

个

领域'生理状况&社会$家庭&情感状况&功能状况和肺

癌特异模块#共
&+

个条目%采用
#

级评分法#各条目

得分范围为
'

!

$

分#总分为
'

!

!$$

分#得分越高说

明生活质量越好%

!2"2"

!

调查方法
!

研究开始前与医院伦理委员会取

得联系#向委员会及相关科室主任及护士长介绍研究

目的&内容#提交问卷材料#获得批准%问卷发放前向

研究对象说明问卷调查的目的和填写方法及注意事

项#并承诺问卷结果对治疗无影响并对问卷信息保

密#在获得研究对象知情同意后发放调查问卷#所有

问卷当场填写当场回收#在填写问卷过程中及时解答

患者对问卷不理解的地方#遇到填写不便的患者#由

研究员采取问答的方法协助患者填写%

!2#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d

:

1/=@=&2'

建立数据库#并

运用
(B((..2'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采用
Gc#

描述(计数资料用频数&百分比描述%运用

统计学方法有单因素方差分析&

BA=;405

相关性分析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检验水准
*

U'2'#

#以
!

"

'2'#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2!

!

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化疗患者一般资料病耻感及

生活质量的得分情况
!

经比较分析显示有吸烟史的

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化疗患者病耻感得分高于不吸烟

组#合并有其他慢性疾病的患者的病耻感高于无慢病

组(个人月收入高的患者生活质量高于其他组#合并

慢性病的患者生活质量得分低于无慢性病组#差异均

具有统计学意义!

!

"

'2'#

"#见表
!

%

表
!

!!

患者一般临床资料及单因素分析)

+U!$$

*

项目 子项
+

!

C

"

)M)((

得分!

Gc#

"

M

$

> ! P9)J6M

!

Gc#

"

M

$

> !

性别 男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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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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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龄!岁"

'

$$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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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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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2+

"

,!2,,c-2-" -!2"+c!!2#!

居住地 城镇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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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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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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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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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中专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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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专及以上
.$

!

!+2,

"

++2""c-2-$ -#2+#c"2-+

个人月收入!元"

"

!#''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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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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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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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续表
!

!!

患者一般临床资料及单因素分析)

+U!$$

*

项目 子项
+

!

C

"

)M)((

得分!

Gc#

"

M

$

> ! P9)J6M

!

Gc#

"

M

$

> !

&

$#''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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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 职员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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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
-,

!

+'2$

"

,!2-$c-2-# -'2"!c!'2-$

其他
.!

!

!$2+

"

,'2-.c"2-' -&2."c"2&-

吸烟史 有
-,

!

+'2$

"

,.2,-c-2#! %&2$, '2''! -'2,"c!&2'$ !2,' '2'"!

无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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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程!月"

'

&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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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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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2&

"

,.2""c!'2!& -#2$.c!!2!"

&

!&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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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合并慢性病 是
+'

!

$!2,

"

+"2$,c,2.& %.2$. '2'!, ,-2!#c!.2&# &2&# '2''!

否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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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有癌症家族病史 是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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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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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化疗患者病耻感现状分析
!

患者病耻感总分得分范围为
&#

!

!'!

分#经与量表中

位分数比较#除歧视维度#其他维度均高于中位分#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见表
.

%

"2#

!

生活质量与病耻感的相关性分析
!

患者生活质

量总分得分范围为
+&

!

!'"

分#平均!

-.2.+c!#2-+

"

分#生理状况&社会$家庭状况&情绪状况&功能状况及

肺癌特 意 状 况 得 分 分 别 为 !

!#2,#c+2!-

"分&

!

!#2$#c$2""

"分&!

!&2.-c&2--

"分&!

!#2$.c$2,$

"

分&!

..2&#c#2+"

"分%病耻感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

于与生活质量总分呈负相关见表
&

%

表
.

!!

肺癌患者病耻感中分及各维度得分与常模比较)分*

项目 得分!

Gc#

" 中位分
> !

耻辱与羞愧
&,2+'c$2#! .- .#2#$

"

'2'!

社会隔离
!+2!#c.2&# !. .'2""

"

'2'!

歧视
+2!-c!2&, + !2+$ '2!'.

吸烟
!'2"'c.2.& - !#2#-

"

'2'!

总分
,'2-&c!'2+& #$ .&2&,

"

'2'!

表
&

!!

病耻感与生活质量各维度的相关系数

项目 生活质量总分 生理状况 社会$家庭状况 情绪状况 功能状况 肺癌特异性状况

病耻感总分
%'2&,+

[

%'2.,$

[

%'2.$"

[

%'2!"-

#

%'2&&&

[

%'2!$"

耻辱与内疚
%'2.,.

[

%'2!,,

=

%'2!#& %'2!'.

%'2.+#

[

%'2!&&

社会隔离
%'2.!+

[

%'2!'# %'2'&# %'2!!+ %'2!",

=

%'2.'+

=

歧视
%'2..-

[

%'2'#+

%'2!+.

=

%'2'".

%'2.+!

[

%'2'-!

吸烟
%'2!"#

=

%'2!+#

=

%'2!!! %'2!&+ %'2!+! %'2!$-

!!

=

'

!

"

'2'#

#

[

'

!

"

'2'!

"2$

!

生活质量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

以生活质量

总分作为因变量#以一般资料中的变量及病耻感
$

个

维度得分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变量进

入方程的水准为
"

U'2'#

#排除标准为
"

U'2!'

%结果

显示耻辱与羞愧&个人月收入&是否合并慢性病等变

量进入回归模型#见表
$

%

表
$

!!

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

变量
O 3I

#

> !

常量
!'-2".' -2.-'

0

!&2!#' '2'''

耻辱与羞愧
%'2,.$ '2.&' %'2.#$ %&2!$" '2''.

个人月收入
%.2-'# '2""+ %'2.!+ %.2-!+ '2''+

是否合并慢性病
%#2!+# .2'", %'2!"" %.2$+& '2'!#

#

!

讨
!!

论

#2!

!

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化疗患者病耻感现状
!

研究

结果显示#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化疗患者病耻感处于中

等偏高水平#与杨茜茜等)

"

*研究结果相似#分析原因

有'!

!

"化疗是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主要治疗方式#化

疗带来的不良反应影响患者形体外貌#使患者产生羞

耻感(!

.

"晚期肺癌患者出现的临床症状#与非典&肺

结核等传染性疾病相似#旁人因害怕疾病具有传染性

不愿与患者接触#使患者遭到排斥产生耻辱感(!

&

"长

期周期性化疗会产生巨额的医疗费用#患者自觉成为

家庭经济的负担#进而产生和加重病耻感(!

$

"大量研

究表明吸烟与肺癌的产生密切相关#导致有吸烟史的

肺癌患者遭到旁人的谴责#自身也因吸烟行为而产生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内疚自责等心理负担#本研究表
!

显示有吸烟史的肺

癌患者病耻感水平显著高于不吸烟者%

#2"

!

耻感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分析
!

研究结果显

示#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化疗患者病耻感与生活质量呈

负相关#患者病耻感水平越高#其生活质量越差#病耻

感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明显#这与
)9J9MOQ

等)

!'

*的研究结果相似%多项研究报道肺癌患者因害

怕旁人指责肺癌是因自己吸烟造成的)

!!

*

#或认为肺癌

是一种能力降低的表现#进而他们尽量限制自己的日

常外出及社交活动#进行自我孤立#导致患者心理社

会适应能力的降低#影响其生活质量%此外较高水平

的病耻感会使患者面对疾病采取回避&屈服等消极应

对方式)

!.

*

#研究表明消极应对方式会加重患者的负面

情绪#从而影响患者生活质量)

!&

*

%有研究报道病耻感

会限制患的就医和寻求帮助的行为#导致患者疾病康

复受到影响甚至加重疾病症状#这些都会使晚期肺癌

患者的生活质量受到影响)

#

*

%其他癌症疾病病耻感

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研究也得出同样结论)

!$6!#

*

%

#2#

!

肺癌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

研究结果

显示肺癌患者病耻感耻辱与羞愧维度&个人月收入及

是否合并慢性病是生活质量的预测因素%晚期肺癌

化疗患者在疾病治疗过程中面临个人形象的改变&照

顾家庭能力的降低及个人收入水平的下降#这些都会

给患者及其家庭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影响其生活质

量%因老年肺癌患者常会合并其他基础疾病如糖尿

病&高血压&冠心病等#因患者承受癌症与慢病的双重

负担#慢病控制不当会增加治疗的难度#而一些化疗

药物会对重要脏器产生毒性反应导致慢病病情加重#

影响患者生活质量)

!+

*

%牟倩倩等)

!,

*研究显示合并慢

病的肺癌患者极易产生负面情绪#导致生活质量

降低%

综上所述#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化疗患者病耻感水

平处于中等偏高水平#且与其生活质量密切相关#临

床护理工作者应在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同时关注患

者的心理状况及病耻感水平#协助患者树立对疾病的

正确认知#及时疏导患者不良情绪#做好慢性疾病的

管理#提高其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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