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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 抑 郁 是 一 种 消 极 的 情 绪 反 应 棳其 显 著 特 征 是 情

绪 低 落 棳活 动 减 少 暎 与 抑 郁 症 不 同 的 是 棳抑 郁 情 绪

常 事 出 有 因 棳其 发 生 与 个 体 的 性 格 暍病 理 生 理 暍生 活

事 件 等 因 素 有 关 暎 人 们 面 对 突 如 其 来 的 疾 病 常 手

足 无 措 暍情 绪 失 控 棳甚 至 采 取 不 恰 当 的 应 对 方 式 以

致 影 响 身 心 健 康 暎 本 文 从 妇 科 恶 性 肿 瘤 患 者 的 应

对 方 式 入 手 棳探 索 抑 郁 情 绪 和 应 对 方 式 的 相 关 性 棳

为 临 床 制 订 心 理 社 会 综 合 干 预 措 施 提 供 参 考 依 据 暎

棻暋资料和方法

棻灡棻暋临床资料

随 机 选 取 棽棸棻棾 年 椃 月 至 棻棽 月 在 安 徽 医 科 大

学 第 一 附 属 医 院 诊 断 为 妇 科 恶 性 肿 瘤 的 患 者 棻棾椂

例 暎 其 中 宫 颈 癌 椄棽 例 棳卵 巢 癌 棾棿 例 棳其 他 棽棸 例 椈

平 均 年 龄 棬椀棸灡棾椄暲棻棻灡棽椂棭岁 椈婚 姻 状 况 椇已 婚 棻棸棽

例 棳离 异 暍丧 偶 或 未 婚 棾棿 例 椈文 化 程 度 椇小 学 棿椂 例 棳

中 学 及 以 上 椆棸 例 椈医 疗 费 用 支 付 方 式 椇自 费 棽棾 例 棳

公 费 或 医 保 椀棻 例 棳新 农 合 椂棽 例 椈家 庭 人 均 月 收 入

以 棻棸棸棸暙棾棸棸棸 元 为 主 椈椃棽灡棾棻棩 的 患 者 对 自 身 疾 病

部 分 了 解 暎

分 组 椇根 据 抑 郁 自 评 量 表 棬斢斈斢棭
椲棻椵评 分 分 组 棳

抑 郁 组 患 者 椄椆 例 棳斢斈斢 标 准 分 曒椀棾 分 棳非 抑 郁 组

棿椃 例 棳斢斈斢 标 准 分 椉椀棾 分 暎

棻灡棽暋调查方法

采 用 问 卷 调 查 法 暎棻棭自 行 设 计 的 一 般 资 料 调

查 表 棳包 括 患 者 的 年 龄 暍婚 姻 暍文 化 程 度 暍医 疗 费 用

支 付 方 式 暍收 入 暍对 疾 病 了 解 程 度 等 椈棽棭斢斈斢棳评 价

患 者 近 一 周 抑 郁 状 态 的 轻 重 程 度 棳标 准 分 椉椀棾 分

为 无 抑 郁 棳椀棾暙椂棽 分 为 轻 度 抑 郁 棳椂棾暙椃棽 分 为 中 度

抑 郁 棳曒椃棾 分 为 重 度 抑 郁 椈棾棭特 质 应 对 方 式 问 卷

棬斣斆斢斞棭棳评 价 个 体 的 认 知 和 应 对 策 略 等 暎

棻灡棾暋统计学方法

应 用 斢斝斢斢棻棾灡棸 软 件 对 结 果 进 行 统 计 分 析 棳主

要 统 计 学 方 法 有 一 般 性 描 述 分 析 暍两 独 立 样 本 检

验 暍斝斿斸旘旙旓旑 相 关 性 分 析 暎

棽暋结果

棽灡棻暋妇科恶性肿瘤术后患者的抑郁状况

经 抑 郁 自 评 量 表 测 量 棳棻棾椂 名 妇 科 恶 性 肿 瘤 患

者 斢斈斢 总 分 为 棬棿椃灡椂棻暲椀灡椃椀棭棳显 著 高 于 国 内 女 性

常 模 椲棽椵棬棿棻灡椄椄暲棻棸灡椀椃棭分 暎 见 表 棻暎

表棻暋妇科恶性肿瘤患者的抑郁状况

抑郁程度 旑 占研究人群的比例棷棩

轻度 椂棻 棿棿灡椄椀

中度 棽棸 棻棿灡椃棻

重度 椄 椀灡椄椄

共计 椄椆 椂椀灡棿棿

棽灡棽暋妇科恶性肿瘤患者抑郁情绪与应对方式的关

系

经 两 独 立 样 本 检 验 显 示 棳妇 科 恶 性 肿 瘤 患 者

抑 郁 组 积 极 应 对 得 分 显 著 低 于 非 抑 郁 组 棬 椉

棸灡棸椀棭棳而 消 极 应 对 得 分 高 于 非 抑 郁 组 棬 椉棸灡棸椀棭暎

经 斝斿斸旘旙旓旑 相 关 性 分 析 显 示 棳抑 郁 与 患 者 的 积 极 应

对 呈 负 相 关 棳相 关 系 数 为 棴棸灡椀棻椈与 消 极 应 对 呈

正 相 关 棳 为 棸灡棾棻暎 见 表 棽暍棾暎

椄椆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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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棽暋妇科恶性肿瘤患者中抑郁组与非抑郁组

应对方式结果比较棬分棳暲 棭

组别 旑
应对方式

积极应对 消极应对

抑郁组 椄椆 棽椆灡椀棿暲椃灡椃椄 棾棻灡椆椀暲椃灡椀棿

非抑郁组 棿椃 棾椀灡椂棽暲椃灡棽椂 棽椄灡棾棻暲棽灡棸椆

椂灡棾棻 棾灡椄椆

棸灡棸棻棽 棸灡棸棻椀

表棾暋妇科恶性肿瘤患者抑郁与应对方式

斝斿斸旘旙旓旑相关性分析棬旘棭

应对方式 积极应对 消极应对

抑郁 棴棸灡椀棻棻 棸灡棾棸椆

棸灡棸棸椆 棸灡棸棸椃

棾暋讨论

棾灡棻暋妇科恶性肿瘤患者抑郁发生率较高

本 研 究 中 妇 科 恶 性 肿 瘤 患 者 的 抑 郁 发 生 率 高

达 椂椀灡棿棿棩棳其 中 棽棷棾 的 患 者 为 轻 度 抑 郁 暎 在 调 查

中 发 现 棳文 化 层 次 较 低 的 妇 科 恶 性 肿 瘤 患 者 多 谈

暟癌 暠色 变 棳认 为 癌 症 会 传 染 暍是 不 可 治 疗 的 绝 症 棳对

疾 病 信 息 认 知 不 正 确 或 不 全 面 椈收 入 较 低 的 患 者 常

担 心 医 疗 费 用 棳害 怕 预 后 不 好 影 响 劳 动 能 力 椈中 青

年 女 性 患 者 害 怕 手 术 切 除 子 宫 暍卵 巢 后 女 性 特 征 削

弱 棳影 响 生 育 能 力 和 夫 妻 生 活 椈老 年 患 者 常 感 到 孤

独 无 助 暍缺 乏 安 全 感 棳担 心 给 家 人 增 添 麻 烦 椈部 分 患

者 质 疑 医 护 人 员 的 医 疗 水 平 棳害 怕 放 疗 化 疗 带 来 的

副 作 用 棳对 治 疗 效 果 没 有 信 心 等 暎 诸 多 担 心 暍害 怕 暍

疑 虑 均 使 得 患 者 情 绪 低 落 棳加 之 女 性 敏 感 多 疑 的 性

格 特 质 棳常 使 其 陷 入 悲 观 暍绝 望 的 负 性 情 绪 中 暎 因

此 棳妇 科 恶 性 肿 瘤 患 者 的 抑 郁 情 绪 应 引 起 医 护 人 员

及 社 会 的 高 度 重 视 暎

棾灡棽暋妇科恶性肿瘤患者的应对方式有待优化

应 对 方 式 是 个 体 处 理 应 激 情 境 暍保 持 心 理 平 衡

的 一 种 手 段 棳按 应 对 者 的 态 度 分 为 积 极 应 对 和 消 极

应 对 暎 调 查 发 现 棳面 临 妇 科 恶 性 肿 瘤 这 一 重 大 应 激

时 棳持 消 极 应 对 态 度 的 患 者 常 采 取 刻 意 回 避 棳尽 量

不 去 想 与 疾 病 有 关 的 任 何 情 境 棳不 了 解 询 问 相 关 信

息 棳不 愿 意 做 手 术 暍放 疗 或 化 疗 棳对 医 护 人 员 多 采 取

不 配 合 态 度 暎 持 积 极 态 度 的 患 者 在 应 对 疾 病 时 常

主 动 寻 求 医 护 帮 助 棳提 出 自 己 的 各 种 疑 问 棳以 期 尽

快 暍尽 量 获 得 解 决 问 题 的 方 法 和 答 案 棳然 后 做 出 最

有 效 的 反 应 和 行 动 暎 虽 然 消 极 的 应 对 方 式 可 使 患

者 获 得 短 暂 的 心 理 平 衡 棳但 问 题 并 没 有 消 失 和 解

决 棳这 为 以 后 的 应 激 埋 下 了 隐 患 椲棾椵暎 医 护 人 员 有 责

任 和 义 务 教 会 其 有 效 地 应 对 行 为 如 放 慢 节 奏 暍调 整

期 望 值 暍寻 求 社 会 支 持 暍学 会 放 松 暍适 当 宣 泄 等 棳从

而 优 化 患 者 不 恰 当 的 应 对 方 式 棳促 进 身 心 健 康 暎

棾灡棾暋患者的抑郁情绪与应对方式具有相关性

本 文 结 果 显 示 棳患 者 的 抑 郁 情 绪 与 其 在 处 理 妇

科 恶 性 肿 瘤 和 手 术 等 应 激 事 件 时 采 取 的 应 对 方 式

密 切 相 关 棳抑 郁 组 患 者 多 采 取 消 极 应 对 棳抑 郁 与 积

极 应 对 呈 负 相 关 棳与 消 极 应 对 呈 正 相 关 棳结 果 与 宋

江 艳 椲棿椵研 究 结 论 一 致 暎 当 患 者 被 抑 郁 等 负 性 情 绪

主 导 时 棳常 倾 向 于 选 择 消 极 的 应 对 方 式 棳陷 自 己 于

悲 观 失 望 的 情 绪 中 不 能 自 拔 棳更 不 知 如 何 调 整 情

绪 棳只 能 在 伤 心 绝 望 中 度 日 棳从 而 加 重 了 原 有 疾 病 棳

导 致 抑 郁 情 绪 的 恶 性 循 环 暎 潘 玉 芹 等 椲椀椵研 究 认 为

积 极 应 对 有 助 于 缓 解 心 理 压 力 棳促 进 心 理 健 康 暎 若

伴 有 抑 郁 情 绪 的 妇 科 恶 性 肿 瘤 患 者 能 采 用 积 极 的

应 对 方 式 棳不 仅 有 助 于 勇 敢 应 对 威 胁 和 挑 战 棳有 效

处 理 应 激 事 件 棳还 能 增 强 对 疾 病 的 控 制 感 棳缓 解 抑

郁 情 绪 棳减 少 身 心 伤 害 棳加 速 心 理 成 长 暎

综 上 所 述 棳应 对 方 式 作 为 一 个 中 间 变 量 棳在 妇

科 恶 性 肿 瘤 患 者 伴 发 抑 郁 情 绪 的 过 程 中 起 到 了 重

要 作 用 暎 选 取 最 有 效 暍最 合 适 的 处 理 压 力 情 境 和 管

理 情 绪 的 应 对 方 式 是 应 对 研 究 和 心 理 护 理 干 预 的

主 要 目 的 暎 因 此 棳在 肿 瘤 患 者 的 心 理 综 合 干 预 中 棳

应 从 不 同 角 度 暍不 同 层 面 评 估 棳优 化 患 者 的 应 对 方

式 棳以 提 高 其 对 抑 郁 情 绪 的 干 预 效 果 棳从 而 促 进 患

者 疾 病 的 转 归 和 康 复 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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