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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显示!

4I%&

年全国恶性肿瘤新

发病例数
/CIP&

万例!平均每天超过
%

万人被确诊为

癌症#

%

$

!癌症发病率逐年上升#

4

$

!而癌症患者照顾者

人数随之增加并发展为一个特殊群体"鉴于我国癌

症患者主要选择居家度过临终阶段#

/

$

!家庭照顾者几

乎承担癌症临终患者大部分照料责任与压力#

&

$

!其生

存状态亟待改善"

?@\@E;<

等#

7

$认为!压力本身不

等于不适应和有害!个体对压力的反应结果取决于认

知评价)应对方式等影响"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可验证

并清晰呈现评价)应对与健康结局的关系#

9

$

"本研究

基于+压力
8

评价
8

应对,模型对临终癌症患者家庭照顾

者的照顾负担)积极感受)应对方式)生存质量及幸福

感指数进行调查!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图!具体描述变

量间的效应关系!以便了解照顾者在癌症临终阶段的

照顾体验!为采取干预措施改善癌症临终照顾者照顾

感受及维持身心健康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也为发展适

合癌症临终患者照顾者需求的关怀模式提供参考"

$

!

资料与方法

$P$

!

一般资料
!

利用便利抽样法选取
4I%>

年
%%

月

至
4I%C

年
>

月汕头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宁养院居家临

终癌症患者家庭照顾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经确

诊为晚期癌症并处于临终阶段的居家患者的家庭照

顾者(照顾者年龄大于或等于
%C

岁(照顾者神志清

楚!能理解问卷内容并填写(照顾者自愿参与本研究"

排除标准*照顾者与患者存在雇佣关系(中途退出者"

$P&

!

方法
!

本研究获得汕头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伦理

委员会的审核批准!并征得医院及科室同意"预调查

4I

例家庭照顾者!以调整问卷和优化调查流程"调查

前详细介绍研究背景及研究对象参与过程的权利!取

得其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后!使用结构式问卷对家

庭照顾者进行调查!由研究对象自行填写并当场收

回!因视力缺损或教育水平低而无法独立完成者!由

研究者按统一方式复述并协助填写"问卷内容包括*

%

%

'

\ORGA

照顾负担量表%

\'.

'!中文版由王烈翻译修

订!共
44

条目!每个条目
I

$

&

级计分!分别表示+几

乎没有,+偶尔,+有时,+经常,+总是,(包括个人负担

与责任负担
4

个维度!得分越高!负担越重"本研究

中该量表
5RS*VO)Wf

'

系数为
IPCC>

!各维度
5RS*8

VO)Wf

'

系数分别为
IP>&9

和
IPC&D

"%

4

'照顾积极感

受量表%

-@5

'由
F@E?:L

等#

>

$编制!由张睿引入!

共
D

个条目!包括自我肯定和生活展望
4

个维度!每

个条目
%

$

7

级计分!分别表示+非常不同意,+有些不

同意,+中立,+有些同意,+非常同意,!得分越高!积极

感受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
5RS*VO)Wf

'

系数为

IPC97

!各维度
5RS*VO)Wf

'

系数分别为
IPC//

和

IPC9C

"%

/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

<5<_

'!由解亚宁编

制!包括积极应对%

%4

个条目'和消极应对%

C

个条

目'!每个条目
I

$

/

级计分!分别表示+不采用,+偶尔

采用,+有时采用,+经常采用,!维度得分平均分越高!采

取该应对方式倾向性越大"本研究中该量表
5RS*VO)Wf

'

系数为
IP>C&

!各维度
5RS*VO)Wf

'

系数分别为
IPD%4

和

IPC4&

"%

&

'生存质量简表%

L=:_:?8'E"!

'!由

L=:

研制!方积乾等译制!共
49

条目!包括生理%

>

个条目')心理%

9

个条目')社会%

/

个条目')环境%

C

个

条目'

&

个领域及总体生存质量和健康状况%

4

个条

目'!每个条目采用
%

$

7

级计分!其中
/

个条目反向

计分!得分越高!该领域生存质量越高"本研究中该量

表各领域
5RS*VO)Wf

'

系数分别为
IP9/D

)

IP97D

)

IP977

和
IP>97

"%

7

'幸福感指数!由
5OH

2

V(66

编制!范肖冬译

制!共
D

个条目!

>

级计分!总体情感指数%

C

个条目'平

均得分与生活满意度%

%

个条目'得分%权重为
%P%

'相

加!其范围在
4P%

分%最不幸福'和
%&P>

分%最幸福'之

间"本研究中该量表
5RS*VO)Wf

'

系数为
IPC/C

"

$P!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44PI

和
@HS34/PI

软

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料采用
&o"

表示!计数资料

以百分比形式表示"采用
<

2

(ORHO*

相关分析各变量

相关关系!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

<"N

'对假设模型结

构进行检验"以
#

%

IPI7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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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结构方程模型中各变量得分及相关分析

项目
得分

%

&o"

!分'

,

照顾

负担

积极

感受

积极

应对

消极

应对

总体生存质量

和健康状况

心理

领域

社会

领域

环境

领域

幸福感

指数

照顾负担
4>PDCo%&PII

积极感受
/%PC>o7P>D IP4&4

V

积极应对
%PCCoIP9I ,IP%/4

O

IP4CC

V

消极应对
%P/9oIP7> IP%D/

V

,IP/%4

V

,IP9%9

V

总体生存质量和健康状况
%/P4Co4P77 ,IP/DD

V

IPIDI IP%C&

V

,IP/II

V

生理领域
%&P4Do4PID ,IP477

V

IP%%D IPI7I ,IP%&I

O

IP&C/

V

心理领域
%4PC>o%PD> ,IP44D

V

IP449

V

IP4IC

V

,IP//&

V

IP77&

V

IP9I&

V

社会领域
%/PD/o%PD/ ,IP4/4

V

IP%%I IPID4 ,IP%&C

O

IP74%

V

IP749

V

IP77I

V

环境领域
%4PI7o%PCC ,IP4CD

V

IP%I> IP4I4

V

,IP47&

V

IP79D

V

IP7>&

V

IP7&/

V

IP949

V

幸福感指数
DPC%o%P9/ ,IP//I

V

IP%D9

V

IP4C>

V

,IP/&I

V

IP&D>

V

IP/&9

V

IP74/

V

IP&&I

V

IP&&4

V

!!

O

*

#

%

IPI7

(

V

*

#

%

IPI%

&

!

结
!!

果

&P$

!

问卷回收及一般资料情况
!

共发放并回收问卷

4/>

份!剔除
%%

份不合格问卷!实际有效问卷
449

份!

有效问卷率
D7P/9e

"

449

例研究对象中!男
%/&

例

%

7DP4De

'!女
D4

例%

&IP>%e

'(年龄
%D

$

>C

岁!平均

%

&IP&>o%%PD7

'岁(与患者关系*配偶
/>

例%

%9P/>e

'!

子女
%9I

例%

>IPCIe

'!儿媳&女婿
%D

例%

CP&%e

'!其他

%I

例%

&P&4e

'(无他人帮忙独自承担照顾患者
&I

例

%

%>P>Ie

'!有他人帮助
%C9

例%

C4P/Ie

'"

&P&

!

相关性分析
!

<

2

(ORHO*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照

顾负担)积极感受)应对方式)生存质量和幸福感指数

相互之间的相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IPI7

'"照

顾负担与积极感受呈正相关(照顾负担与积极应对)

总体生存质量和健康状况!

&

个领域得分%生理)心理)

社会)环境'及幸福感指数呈负相关!与消极应对呈正

相关(积极感受与积极应对)心理领域及幸福感指数

呈正相关!与消极应对呈负相关(积极应对与总体生

存质量和健康状况)心理领域)环境领域及幸福感指

数呈正相关!与消极应对呈负相关(消极应对方式与

总体生存质量和健康状况!

&

个领域得分%生理)心理)

社会)环境'及幸福感指数均呈负相关!见表
%

"

&P!

!

照顾负担)照顾积极感受)应对方式)生存质量

和幸福感指数的结构方程模型
!

本研究根据各变量

相关关系及+压力
8

评估
8

应对,模型理论!假定应对方

式为照顾评价%照顾负担和积极感受'与健康结局%生

存质量和幸福感'的中介变量!照顾负担和积极感受

不仅能直接影响生存质量!还通过应对方式间接影响

生存质量和幸福感指数"用最大似然法对假定模型

参数进行估计!模型参数显著性检验标准为
#

%

IPI7

!

结合上述
<

2

(ORHO*

相关分析结果及模型修正指标!

移除参数不显著的路径!最终得到拟合指数较好的结

构方程模型!卡方自由度比%

5N.#

&

K!

'

n4P%D9

(拟

合优度指数%

$!.

'

nIPD4/

(规范拟合指数%

#!.

'

n

IPD%4

(增值拟合指数%

.!.

'

nIPD7I

(比较拟合指数

%

5!.

'

nIPD&D

(近似误差均方根%

EN<"@

'

nIPI>/

"

照顾负担对积极感受有直接%正向'效应%

#

nIP4C>

'!

照顾 负担 对应对方式 有直 接 %反 向'效 应 %

#

n

,IP&I&

'和间接效应!积极感受与应对方式有直接

%正向'效应%

#

nIP79I

'!应对方式对幸福感有直接

%正向'效应%

#

nIP4>>

'和间接%正向'效应!应对方式

对生存质量有直接%正向'效应%

#

nIP/D/

'!照顾负担

和积极感受对生存质量和幸福感仅有间接效应!各变

量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大小见表
4

"

表
4

!!

拟合模型中自变量对因变量的效应分解关系'

#

(

因变量 效应分解
自变量

照顾负担 积极感受 应对方式 生存质量

积极感受 总效应
IP4C> IPIII IPIII IPIII

直接效应
IP4C> IPIII IPIII IPIII

间接效应
IPIII IPIII IPIII IPIII

应对方式 总效应
,IP4&& IP79I IPIII IPIII

直接效应
,IP&I& IP79I IPIII IPIII

间接效应
IP%9% IPIII IPIII IPIII

生存质量 总效应
,IPID9 IP44I IP/D/ IPIII

直接效应
IPIII IPIII IP/D/ IPIII

间接效应
,IPID9 IP44I IPIII IPIII

幸福感指数 总效应
,IP%44 IP4CI IP7I% IP79D

直接效应
IPIII IPIII IP4>> IP79D

间接效应
,IP%44 IP4CI IP44& IPIII

!!

总效应
n

直接效应
+

间接效应

!

!

讨
!!

论

!P$

!

照顾负担对积极感受有直接%正向'效应
!

长期

I/7

重庆医学
4I%D

年
4

月第
&C

卷第
/

期



的照顾不仅使照顾者感受压力)紧张)焦虑等负担!同

时也会带来自我肯定)希望)获益等积极感受"心理

弹性理论提出!人类面对逆境时的良好适应!是个体

的一种品质和技能!是普遍具有的一种潜能#

C

$

"本研

究临终癌症患者家庭照顾者照顾负担与积极感受呈

正相关%

,nIP4&4

!

#

%

IPI%

'!进一步的结构方程模型

也验证了照顾负担对积极感受存在直接正向效应

%

#

nIP4C>

'!这与以往研究有所不同#

D

$

!可能与本研

究患者处于临终阶段!且照顾者大多为配偶或子女!

而中国传统家庭观念与孝道促进照顾者在承担照顾

负担过程的积极体验有关#

%I

$

"积极感受还作为中介

变量!间接影响照顾负担与应对方式的效应关系!最

终影响照顾者健康结局"积极评估以应对慢性压力

会影响个人应对!并从中受益#

%%

$

!缓冲照顾负担引起

的负面影响#

>

$

!维持照顾者生存质量"因此!医务人

员可深入了解癌症患者家庭照顾者对临终照顾的认

知评价!注重照顾压力下个人潜在的积极特质!帮助

其有效疏导和管理不良情绪!促进其面临照顾挑战

时!自我肯定)自我实现的积极心理反应的产生!减轻

照顾负担对照顾者健康结局的影响"

!P&

!

应对方式对幸福感和生存质量有直接%正向'效

应
!

应对为当需求被评估为负担或超过本身资源时

所作出的不断变化的认知和行为努力!以适应特定的

内部和外部需求#

7

$

"本组临终癌症患者照顾者积极

应对方式与幸福感指数)总体生存质量和健康)心理

领域和环境领域均呈正相关(消极应对方式与幸福感

指数和生存质量%总体生存质量和健康及
&

个领域'

呈负相关"本研究结构方程模型也显示!应对方式对

幸福感有直接正向效应%

#

nIP4>>

'!还通过直接正向

影响生存质量%

#

nIP/D/

'而间接对幸福感指数发挥

效应"研究显示!生命晚期患者照顾者采取积极应对

有助于提高生活满意度和改善其主观幸福感#

%4

$

(同时

增强正向应对会提高照顾者整体生存质量!反之采取

消极应对会降低生存质量#

%/

$

"另外!幸福感作为生存

质量的综合评价指标受到应对方式的间接效应#

%&

$

"

因此!医务人员应给予照顾者情感上的支持与具体援

助!同时加强照顾者应对方式及技巧的培训!鼓励照

顾者建立积极有效的应对方式!以提高照顾者生存质

量和主观幸福感"

!P!

!

照顾负担)积极感受对生存质量和幸福感仅有

间接效应
!

根据压力
8

评价
8

应对模型!照顾负担和积

极感受反映了个体面对照顾压力事件的评价!而生存

质量和幸福感是照顾者的健康结局!多数研究探讨压

力源对健康结局的作用#

%7

$

!而
?@\@E;<

等#

7

$提出

应重视评价与应对对个体适应结局的影响!并强调应

对方式作为应激评价和健康结果的中介变量"本研

究显示照顾负担与幸福感指数)生存质量%总体生存

质量和健康及
&

个领域'均呈负相关(积极感受与幸

福感指数)心理领域均呈正相关"进一步的结构方程

模型显示!照顾负担)积极感受与生存质量)幸福感指

数没有直接的路径关系!二者通过直接影响应对方式

而对健康结局发挥间接效应"照顾者对照顾事件的

积极评估和体验!与积极有效的应对方式和良好的健

康结局有一致关系"因此!积极有效的应对方式可从

一定程度上促进照顾者正向适应照顾压力!改善其生

活状况#

%9

$

!主观幸福感表现也较高#

%4

$

(而消极的评价

认知!如照顾负担增加#

%>

$

)积极感受减少#

%C

$

!则会使

应对能力下降!倾向于采取消极应对方式#

%D

$

!最终不

利于照顾者健康结局!这与压力
8

评价
8

应对模型理论

一致"因此!医务人员在指导照顾者过程中!除了评

价照顾者客观压力来源外!应重视个人照顾认知与应

对方式在照顾体验的重要性!可通过建立照顾者信

心!促进其积极认知评价!并通过应对技能的培训干

预!引导消极应对患者采取积极应对方式!从而使照

顾者适应照顾应激事件!维持其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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