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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研究调查农村晚期肺癌患者化疗阶段心理困扰和应对方式的现状&方法
!

"

$

%量性研究#

采取便利取样法选择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安庆医院住院化疗的
$%-

位农村肺癌晚期患者!用一般情况调查表(心

理困扰筛查工具和癌症应对方式量表进行调查$"

1

%质性研究#对量性研究中心理困扰得分大于或等于
0

分的
(

例农村晚期肺癌化疗患者进行半结构式深度访谈!运用内容分析法分析资料&结果
!

"

$

%

)%&-@

的患者心理困

扰得分大于或等于
0

分!有无疼痛及不同人均月收入水平的患者心理困扰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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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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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与心理困扰呈负相关"

=T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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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屈服与心理困扰呈正相关"

=T%&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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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心理困扰体验包括#因化疗不良反应而无奈!因对不可预知的未来的恐慌!因难以胜任病前角色!

因巨大的经济压力而自责!因难以获得支持与帮助而绝望!有巨大的精神压力$应对体验归纳为#积极寻求帮

助!屈服!压抑!幻想奇迹出现等&结论
!

农村晚期肺癌化疗患者心理困扰较为普遍且主观体验复杂多变!应对

方式与心理困扰存在相关性&

"关键词#

!

农村$肺癌$心理困扰$应对方式$混合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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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是我国目前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发病率

和病死率居所有恶性肿瘤之首%且农村地区上升趋势

明显'

$

(

%癌症负担日益加重'

1

(

)肺癌因起病隐匿%恶

性程度高%一旦确诊%

/%@

以上属晚期已失去根治性

手术机会%需行以化疗为主的综合治疗'

'

(

%其难治性

及不良预后导致患者的心理问题尤为突出'

0

(

)调查

发现%肺癌患者几乎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困扰%频

繁的化疗周期,严重的化疗反应,高昂的治疗费用导

致心理问题更加明显'

;.-

(

%而相比城市地区%有研究显

示农村癌症患者更易出现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

/

(

)

应对是个体对应激有意识,有目的的调节行为%

有处理问题和调节情绪两大功能'

(

(

)国内外现有的

关于癌症患者心理困扰与应对方式的研究多侧重使

用量性研究%而忽略了患者真实内心体验的探

究'

$%.$$

(

)质性研究能获得患者具体,真实的想法%可

补充量性研究的缺失)故本研究采用量性和质性相

结合的方法%更加全面,深入了解农村晚期肺癌化疗

患者的心理困扰与应对方式现状%以及患者内心真实

感受%以期为患者制订更有效的个性化护理及心理

干预)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
1%$-

年
)

月

至
1%$/

年
1

月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安庆医院住院化疗

的
$%-

例农村晚期肺癌患者进行横断面调查)纳入

标准!#

$

$影像学,病理学检查确诊为晚期原发性肺

癌&#

1

$年龄大于或等于
$/

周岁&#

'

$长期#近
$%

年$

居住在农村&#

0

$未曾接受手术%入院接受化疗&#

;

$明

确自身病情和诊断%对本研究知情且愿意参与)排除

标准!#

$

$既往或目前有精神病史或意识不清&#

1

$语

言沟通障碍)现象学研究对象为横断面调查中心理

困扰得分大于或等于
0

分者%在年龄,职业,受教育程

度,收入状况,医疗付费方式等方面呈现一定差异%结

合资料饱和原则%有效受访者共
(

例)

=&>

!

方法

=&>&=

!

横断面调查研究

=&>&=&=

!

资料收集
!

面对面问卷调查%一般情况调

查表中疾病信息由研究者查阅病历填写%社会人口学

信息,心理困扰筛查工具和癌症患者应对方式问卷由

研究者使用统一用语指导患者完成%受客观原因限制

者由研究者询问后代为填写%问卷当场检查,核实,收

回)共发放
$$1

份%有效
$%-

份%有效回收率
(;@

)

=&>&=&>

!

调查工具
!

#

$

$一般情况调查表#自行设

计$!反映社会人口学及疾病特征%指标包括性别,年

龄,婚姻状况,职业,家庭人均月收入,受教育程度,子

女情况等%同时还包括有无疼痛,化疗次数等)#

1

$心

理困扰筛查工具!由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

S>>S

$推

荐%张伟'

$1

(翻译并修订%包括困扰温度计#

CJ

$和问题

列表#

BE

$两部分%

CJ

是一个标有
%

#

$%

共
$$

个刻度

的视觉模拟直尺式的单一条目量表#

%

为无困扰%

$%

为极度困扰$%通过困扰分值确定患者困扰水平&

BE

用来筛查引起患者心理困扰的相关原因%包括身体,

家庭,实际,情绪问题
0

个方面)

S>>S

推荐
CJ

&

0

表示有临床意义)问题列表共
;%

个条目%每个条目

采用
E#57L30

级评分%即无,轻,中,重度%对应记分为

%

,

$

,

1

,

'

分)问题列表在本研究中的
>L",O962f9

系

数为
%&(0%

)#

'

$癌症应对方式量表#

>>]h

$!采用黄

雪薇等'

$'

(编制的
>>]h

评估患者的心理困扰应对方

式)量表
;

个维度%包括面对,回避与压抑,屈服,幻

想,发泄%共
1)

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
E#57L30

级评

分%.从不/到.总是/分别赋予
$

#

0

分%此量表在本研

究中总的
>L",O962f9

系数为
%&//(

%效度
%&-1$

)

=&>&>

!

现象学研究

=&>&>&=

!

资料收集
!

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式深度访谈

法收集资料)访谈人员为研究者本人%在访谈前
$

周

接受专家关于如何与患者建立信任关系%沟通%观察%

访谈技巧的运用%访谈过程记录及资料分析等内容的

培训)地点在研究对象认为方便且安静的地方进行%

时间在横断面资料收集后的下一次化疗结束后)访

谈围绕提纲开展%主要获取受访者心理困扰体验与应

对方式方面的资料%同时记录受访者的表情,动作等

非语言资料)访谈过程全程录音%拒绝录音者实行双

人记录)每次访谈
1%

#

;%8#,

%每人访谈
$

#

1

次)

=&>&>&>

!

调查工具
!

访谈用物包括!微型录音笔
1

支%保证录音资料清晰&记录受访者非语言资料及访

谈日志的笔记本)根据研究目的%查阅文献和咨询专

家%确定访谈提纲!#

$

$患病后%您有过哪些心理困扰

体验#包括心理,社会和精神层面$及其产生的原因&

#

1

$您在化疗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应对方法&#

'

$您希

望得到怎样的帮助)

=&>&>&?

!

资料处理
!

资料收集与分析同步进行)研

究者在访谈当日将收集的录音资料逐一转换成文本

形式%并将非语言资料与文字内容进行对应备注)采

用
>EF=aa=

的现象学资料分析法%反复通读文本,重

听录音%按照访谈提纲逐词进行初始编码%梳理和总

1;0

重庆医学
1%$(

年
1

月第
0/

卷第
'

期



结%从中找出最多或最重要的初始编码%反复推敲,归

纳和总结%最后与受访者再次交流以确认)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YBYY11&%

进行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用
GXA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

检验

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应对方式用描述性分析&心理困

扰和应对方式应用描述性分析和
Y

4

79L89,

相关分析

的方法)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横断面调查研究

>&=&=

!

农村晚期肺癌化疗患者心理困扰水平及相关

问题情况
!

$%-

例患者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1/

#

-(

岁%平均#

;(&/)X$%&-'

$岁&已婚者占
(%@

%

受教育程度是小学及以下者
/%

例)农村晚期肺癌化

疗患者心理困扰得分最低
$

分%最高
/

分%心理困扰

得分大于或等于
0

分者占
)%&-@

#

);

"

$%-

$)问题列

表
;%

个条目中%无患者涉及开放式问题%故此项未纳

入统计分析)剩余
0(

个条目中%.经济压力/回答.中

度或重度/的患者比例最高
-%&$@

#

-;

"

$%-

$%位列第

1

#

$%

位的依次为!.缺乏疾病检查相关信息/

)(&1@

#

-0

"

$%-

$%.因照顾我而给家人带来负担/

)1&)@

#

)-

"

$%-

$%.不能照顾家人/

)%&-@

#

);

"

$%-

$%.睡眠障

碍/

0;&/@

#

0(

"

$%-

$%.无法继续病前角色/

00&(@

#

0/

"

$%-

$%.害怕/

'(&'@

#

01

"

$%-

$%.与子女相处困

难/

'0&)@

#

'-

"

$%-

$%.焦虑/

'$&/@

#

'0

"

$%-

$%.担心/

1/&%@

#

'%

"

$%-

$)

>&=&>

!

农村晚期肺癌化疗患者心理困扰的单因素分

析
!

结果显示%不同的家庭人均月收入水平及有无疼

痛的农村肺癌化疗患者心理困扰得分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不同特征农村晚期肺癌化疗患者心理

!!!

困扰得分比较&

'T$%-

'

项目
'

心理困扰得分#

GXA

%分$

*

"

> !

性别
W%&'() %&)('

!

男
-- 0&%%X$&;'

!

女
'% 0&$'X$&))

年龄#岁$

W%&')/ %&-$0

!$

)% ;0 0&%(X$&)1

!&

)% ;' '&(/X$&;$

宗教信仰
W%&$$; %&(%(

!

有
$( 0&%%X$&/)

!

无
// 0&%;X$&;%

婚姻状况
%&''/ %&-(/

!

未婚
1 '&;%X%&-1

!

已婚
() 0&%/X$&;(

!

离婚
$ '&%%X%&%%

续表
$

!!

不同特征农村晚期肺癌化疗患者心理

!!!

困扰得分比较&

'T$%-

'

项目
'

心理困扰得分#

GXA

%分$

*

"

> !

!

丧偶
/ '&-;X$&0(

生育情况
'&)'- %&0)0

!

有
$%$ 0&$%X$&;/

!

无
) '&%%X%&)'

居住情况
$&0)( %&1';

!

独居
0% 0&';X$&)'

!

与子女同住
)0 '&//X$&0/

!

与父母同住
' '&''X1&'$

主要照顾者
1&1-' %&$%/

!

父母
( '&%%X%&-$

!

子女
0% 0&%/X$&01

!

配偶
;/ 0&$-X$&-%

受教育程度
%&011 %&-'/

!

文盲
1/ 0&'1X$&)$

!

小学
;1 '&(1X$&;-

!

初中
$0 0&%%X$&'%

!

高中及以上
$' '&(1X$&-;

工作状态
%&-%1 %&;;'

!

务农
/' 0&%/X$&;0

!

在职
$) '&(0X$&/0

!

个体
) 0&$-X$&$-

!

离退休
1 1&;%X%&-$

家庭人均月收入#元$

)&)$'

$

%&%;

!$

1%%% ;( 0&/%X$&0%

!&

1%%% 0/ '&$%X$&1%

医疗付费方式
%&/;% %&'(-

!

新农合
(0 0&%(X$&;$

!

医疗保险
$' '&)(X$&('

疼痛
0&01-

$

%&%;

!

有
;- 0&)$X$&'-

!

无
;% '&'/X$&;$

本次化疗次数#次$

$&''% %&1)(

!

$

#

' '% 0&'-X$&);

!

0

#

) '' '&-'X$&0%

!&

- 00 0&%;X$&)%

>&=&?

!

农村晚期肺癌化疗患者应对方式得分情况
!

农村晚期肺癌化疗患者应对方式得分情况依次为!面

对#

$0&;(X'&(;

$分%屈服#

$%&;$X'&);

$分%回避与

压抑#

$%&00X'&;(

$分%幻想#

/&11X1&--

$分%发泄

#

-&11X1&($

$分)

>&=&B

!

农村晚期肺癌化疗患者心理困扰与应对方式

';0

重庆医学
1%$(

年
1

月第
0/

卷第
'

期



的相关性分析
!

研究结果显示%面对与心理困扰呈负

相关#

=TW%&'1%

%

!

$

%&%$

$%幻想,屈服与心理困扰

呈正相关#

=T%&10-

,

%&'$0

%

!

$

%&%;

$)

>&>

!

现象学研究

>&>&=

!

心理困扰体验及原因
!

(

例受访者中
'

例因

化疗不良反应而无奈%

0

例因对未来的不可预知而恐

慌&

)

例难以胜任病前角色%

;

例因巨大的经济压力而

自责%

1

例因难以获得支持和帮助而绝望%

1

例社交隔

离%

1

例因病耻感而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

>&>&>

!

目前面临的主要困难及采取的应对方式
!

#

$

$缺乏疾病及化疗的相关知识!

'

例受访者主动寻求

答案%

1

例受访者幻想奇迹出现&#

1

$沉重的经济负担!

0

例受访者积极寻求帮助%

1

例受访者屈服&#

'

$化疗

的不良反应!

0

例受访者屈服%

1

例受访者压抑)

>&>&?

!

希望
!

#

$

$

0

例受访者希望得到医护人员的鼓

励与安慰&#

1

$

'

例受访者希望获得社会支持的方法与

途径&#

'

$

'

例受访者希望获得家人对自身的情感

支持)

?

!

讨
!!

论

?&=

!

农村晚期肺癌化疗患者的心理困扰
!

肺癌化疗

患者常由于疾病本身难治性及化疗不良反应而产生

心理健康问题)本研究中
)%&-@

的研究对象心理困

扰大于或等于
0

分%与刘晓芯等'

$0

(研究结果基本一

致%但略低于其他文献报道'

$;

(

%原因可能与样本量的

多少有关系%亦有可能与研究对象为农村患者%其内

心坚韧,相对保守%不轻易表露真实想法有关)疼痛

作为晚期肺癌患者常见的症状之一%会严重影响到患

者的心理感受%因此需做好疼痛管理)本研究发现低

收入家庭患者心理困扰更为明显%与洪静芳等'

$)

(的研

究结果相似)农村肺癌住院患者医疗费用的自付部

分明显高于城市患者'

$-

(

%微薄的收入,沉重的疾病负

担使患者陷入困境而产生严重的心理困扰)问题列

表反映患者心理困扰产生的原因%医护人员可根据此

列表对患者的困扰原因做初步筛查%为后期评估和干

预提供方向)

现象学研究结果完善和补充了患者心理困扰的

原因和表现形式)#

$

$低收入患者主要谈到经济方面

的问题和因自身带给家庭沉重负担后的自责与无助)

#

1

$患者寻求社会帮助和网络支持的能力有限%繁琐

的申请手续和流程让患者无奈而又绝望)#

'

$部分农

村居民认为肺癌具有传染性%导致患者承受不良社会

舆论和异样眼光%有巨大的精神压力)#

0

$患者对疾

病及化疗认识不足%对医护人员的语言理解有限%更

加重了患者的心理困扰)医护人员应关注患者的身

心状况%耐心倾听患者的心声&国内应重视对大众医

学知识水平的提高%减少社会舆论对患者的负面影

响&对农村患者%应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指导患者寻求

有效社会,经济支持的途径)

?&>

!

农村晚期肺癌化疗患者心理困扰的应对方式及

与心理困扰的关系
!

不同的应对方式会对患者的心

理产生不同的影响)本研究患者倾向选择用面对的

方式应对%与李月'

$/

(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分析原因!

农村患者生活环境艰苦%在对待负性生活事件上更能

.看得开/)现象学研究中有受访者自述!.在朋友的

帮助下申请了贫困补助%不化疗的时候帮别人养鸡%

有收入能继续治疗就很开心/)屈服亦是患者常选择

的应对方式之一%与谷培培'

$(

(的调查结果一致)病程

的进展,不乐观的化疗效果及各种不良反应的出现%

都可能导致患者失去战胜病魔的信心而选择屈服应

对)

;

种应对方式中%面对与心理困扰呈负相关%幻

想,屈服与心理困扰呈正相关%与既往研究一致'

$0

%

1%

(

)

面对应对能减缓应激%增强患者的心理承受能力&幻

想应对虽能暂时缓解压力%但长此以往反而加重心理

负担&屈服应对易导致焦虑,抑郁等不良的负性情绪

出现)访谈部分也有类似结果%有患者表示!.癌细胞

又扩散了%也不是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就把它打死%全

身到处都有%没办法了/)

情感和社会支持被认为是患者采取积极应对方

式,缓解心理困扰的基础'

1$

(

)本研究中多数患者表示

家人的支持很重要%但对于家人的支持%部分患者表

现出渴望但不提任何要求的态度)本研究患者多数

是无固定工作单位农民%几乎没有机会获得工作单位

或其他社会团体的安慰与支持%医护人员应尽可能为

患者创造参加社会活动的机会%指导其获得更多社会

支持'

11

(

%帮助其建立积极的应对方式以减轻心理

困扰)

本研究患者均来自于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研

究结果可能只代表这些地区的大多数患者的情况&样

本选择为便利取样%可能会限制研究结果的代表性%

未来可采用概率抽样法提高研究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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