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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调 查 青 年 乳 腺 癌 患 者 积 极 心 理 资 本 及 应 对 方 式 的 临 床 现 状 ， 并 探 讨 二 者 的 相 关 性 。 

方法：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选择117名青年乳腺癌患者，以患者一般情况调查表、积极心理资本问

卷(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Questionnaire，PPQ)及医学应对方式问卷(Medical Copying Modes 

Questionnaire，MCMQ)进行调查，通过Pearson相关性分析及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探讨二者的相

关性。结果：青年乳腺癌患者的积极心理资本得分为56~155(103.66±19.68)，回避应对的得分明显

高于国内常模，面对应对的得分明显低于国内常模(P<0.05)；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积极心

理资本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与屈服应对呈负相关(r：−0.489~−0.381，P<0.01)，与面对应对呈正相关

(r：0.343~0.402，P<0.01)；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心理资本对屈服应对具有独立的负性

影响作用(R2=0.241，P<0.01)，对面对应对具有独立的正性影响作用(R2=0.124，P<0.01)。结论：

青年乳腺癌患者的积极心理资本相对较差，在医学应对方式上倾向于采取面对应对的方式，积极

心理资本与其应对方式密切相关，提升积极心理资本有利于患者从正面应对疾病，避免采用屈服

应对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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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clinical situation of the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in young patients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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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是女性的最常见恶性肿瘤之一，相关

流行病学研究 [1]指出：全球约有167万的新发乳腺

癌患者，而我国每年的新发病例约为2 5万，约占

全世界的 1 5 % ，已成为危害女性生命健康的头号

杀手。随着环境污染的加重及人们不良生活方式

的增加，乳腺癌的发生率逐年增加，并呈低龄化

的发展趋势 [ 2 ]。Bantema-Jo p p e等 [ 3 ]指出：青年患

者大多为家庭及社会的支柱力量，乳腺癌的发生

不但给患者的身体带来巨大痛苦，而且对其心理

健康及社会功能造成强烈的冲击及压力，严重影

响其生活质量。应对方式是指个体在面对压力负

担时的认知方式及行为改变，对其身心反应具有

重要的调节作用。不同应对方式的影响作用截然

不同，不良应对方式不仅会严重影响患者的心理

健康以外，还会对其治疗依从性及临床预后等方

面造成干扰 [ 4 ]，越来越多临床护理专家关注乳腺

癌患者的应对模式。积极心理资本指的是一种积

极的心理状态，包括自我效能、乐观、韧性及希

望等心理品质，有利于预防不良的心理状态，帮

助个体在逆境中克服困难 [ 5 ]，目前积极心理资本

已在教育学、管理学及心理学等领域中被广泛应

用，但在癌症患者的研究中仍相对缺乏。本研究

旨在了解青年乳腺癌患者积极心理资本及应对方

式的临床现状，并探讨二者的相关性，为其干预

研究提供有效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纳 入 2 0 1 7 年 1 至 4 月 通 过 方 便 抽 样 选 择 在 河

南 省 肿 瘤 医 院 诊 治 的 青 年 乳 腺 癌 患 者 。 纳 入 标

准：年龄 1 8 ~ 4 4 岁；诊断为乳腺癌且知晓自身病

情；具备阅读、理解及独立填写问卷的能力；愿

意配合本研究调查。排除标准：合并其他严重的

内 科 疾 病 ； 肿 瘤 已 转 移 至 身 体 的 其 他 器 官 ； 存

在 沟 通 障 碍 ； 合 并 神 志 异 常 或 精 神 心 理 疾 病 。

本 次 调 查 共 发 放 1 2 0 份 调 查 问 卷 ， 回 收 1 1 7 份 有

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9 7 . 5 % 。青年乳腺癌患者

的年龄24~44(35.73±7.47)岁；文化程度在初中或

以下4 3例( 3 6 . 7 % )，高中3 9例( 3 3 . 3 % )，大专及以

上 3 5 名 ( 2 9 . 9 % ) ；平均月收入水平 < 2  0 0 0 元 2 8 例

(23.9%)，2 000~6 000元51例(43.6%)，>6 000元 
3 8 例 ( 3 2 . 5 % ) ； 户 籍 在 城 市 7 7 例 ( 6 5 . 8 % ) ， 农 村 
40例(34.2%)；费用支付方式为自费15例(12.8%)，

医疗保险1 0 2例( 8 7 . 2 % )。病理类型：浸润性导管

癌1 0 5例( 8 9 . 7 % )，导管内癌9例( 7 . 7 % )，其他3例

( 2 . 6 % ) ；肿瘤分期为 I 期3 8例 ( 3 2 . 5 % ) ， I I 期5 5例

(47.0%)，III期18例(15.4%)，IV期6例(5.1%)。本

breast cancer and the copying modes, and to discus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m. Methods: A total of 117 young 

breast cancer patients were selected via convenience sampling. Patients’ general situation questionnaire,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Questionnaire (PPQ), and Medical Copying Modes Questionnaire (MCMQ) were applied 

to investigati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the coping modes was analyzed 

and discussed via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multiple linear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The score 

of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in young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varied from 56 to 155, and the average score 

was 103.66±19.68. The score of avoidance coping was evidently higher than the domestic norm; the score of 

confrontation coping was evidently lower than the domestic norm; the differences were of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As indicated by the results of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the total score of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the scores of all dimensions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yield coping (r: −0.489 to −0.381, P<0.01),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onfrontation coping (r: 0.343 to 0.402, P<0.01). As indicated by the results of 

multiple linear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psychological capital had independent negative influence on yield 

coping (R2=0.241, P<0.01), and had independent positive influence on confrontation coping (R2=0.124, P<0.01). 

Conclusion: The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in young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is relatively poor, and the 

patients prefer confrontation coping method.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is closely correlated with the coping 

methods. Therefore, to improve the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is conducive for patients to take positive coping 

modes against illness and avoid the yield coping mode.

Keywords breast cancer;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coping modes; cor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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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经河南省肿瘤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患

者均知情同意。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青 年 乳 腺 癌 一 般 情 况 调 查 表 ： 由 研 究 者 根

据需求自行设计调查表，内容包括年龄、文化程

度 、 平 均 月 收 入 水 平 、 户 籍 地 区 、 费 用 支 付 方

式、病理类型以及肿瘤分期等。

积 极 心 理 资 本 问 卷 ( P o s i t i v e  P s y c h o l o g i c a l 
Capital  Questionnaire，PPQ)：由张阔等 [6]研究编

制，内容包括乐观( 6个条目)、希望( 6个条目)、

韧性(7个条目)以及自我效能(7个条目)4个方面，

共计26个条目，问卷采用7等级评分法，1分表示

“ 完 全 不 符 合 ” ， 7 分 表 示 “ 完 全 符 合 ” ， 总 得

分26~182，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的积极心理水平越

高。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0，各维度的内部

一致性系数在0.76~0.86，信度较好；各项目的因

子符合均大于0.5，且项目区分度大于0.6，具有较

高的结构效度。

医 学 应 对 方 式 问 卷 ( M e d i c a l  C o p i n g  M o d e s 
Q u e s t i o n n a i r e ， M C M Q) ：由姜乾金等 [ 7 ]汉化引

进，内容包括回避应对、屈服应对和面对应对3个

方面，共计20个条目，采用里克特4级评分法，总

得分20~80，某一方面的得分越高，表明个体越倾

向于采用该方面的应对模式。目前该问卷已被广

泛应用于癌症、高血压、糖尿病及呼吸道疾病等

患者中的测量，并均证实具有良好的信度，3个方

面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均在0.6以上。

1.2.2  问卷的发放方法及质量控制

由 研 究 者 ( 已 完 成 院 内 护 理 科 研 培 训 课 程 )
独 立 完 成 问 卷 的 介 绍 、 发 放 及 回 收 工 作 。 在 获

得 患 者 的 知 情 同 意 后 实 施 问 卷 调 查 ， 根 据 本 研

究 的 目 的 和 内 容 采 用 一 致 性 的 语 言 向 患 者 介 绍

调 查 的 目 的 、 意 义 、 填 写 方 法 等 ， 对 于 存 在 疑

问 的 题 项 依 据 问 卷 说 明 要 求 进 行 简 要 解 答 ， 避

免 采 用 暗 示 性 或 者 诱 导 性 的 意 见 或 者 建 议 。 问

卷 采 取 不 记 名 的 方 式 进 行 填 写 ， 完 成 调 查 的 时

间为 1 5 ~ 2 0  m i n ，问卷当场回收并及时检查其填

写完整性。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PA S W Stat i st ic s  18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青年乳腺癌患者的积极心理资本及应对方式得

分以均数±标准差(x±s)的形式进行描述，采用得分

率及排序评价积极心理资本各维度的得分高低，应

对方式通过t检验评价患者与国内常模[7]的异同，二

者的相关性及影响关系分别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

析和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2.1  青年乳腺癌患者的积极心理资本得分情况

青 年 乳 腺 癌 患 者 的 积 极 心 理 资 本 得 分 为

56~155(103.66±19.68)，条目均分为3.96±0.89，各维度

的条目均分为3.45~4.74；乐观维度为得分最低的

项目，自我效能维度为得分最高的维度(表1)。

2.2  青年乳腺癌患者的应对方式得分情况

青年乳腺癌患者在面对应对的得分明显高于

国内常模 [ 7 ]，在屈服应对的得分明显低于国内常

模，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2)。

2.3  青年乳腺癌患者的积极心理资本与应对方式的

相关性

积极心理资本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与屈服应对

呈负相关(r：−0.489~−0.381，P<0.01)，与面对应

对呈正相关(r：0.343~0.402，P<0.01；表3)，心理

资本与应对方式的相关性见图1。

表1 青年乳腺癌患者的积极心理资本得分(n=117)

Table 1 Scores of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of young breast cancer patients (n=117)

项目 条目数 得分范围 得分 条目得分 得分率/% 排序

乐观 6 11~31 20.72±3.98 3.45±0.66 49.3 4

希望 6 12~34 22.79±4.35 3.80±0.72 54.3 3

韧性 7 15~40 26.96±5.10 3.85±0.73 55.0 2

自我效能 7 18~49 33.20±6.29 4.74±0.90 67.7 1

PPQ总分 26 56~155 103.66±19.68 3.96±0.89 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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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青年乳腺癌患者的积极心理资本对应对方式的

影响

积 极 心 理 资 本 对 屈 服 应 对 具 有 独 立 的 负 性

影响作用(R 2=0.241，标准β=−0.491， t=−6.040，
P < 0 . 0 1 ) ， 对 面 对 应 对 具 有 独 立 的 正 性 影 响 作 用

(R2=0.124，标准β=0.352，t=4.037，P<0.01)。

3  讨论

本 研 究 结 果 显 示 ： 青 年 乳 腺 癌 患 者 的 积

极 心 理 资 本 得 分 为 1 0 3 . 6 6 ± 1 9 . 6 8 ， 条 目 均 分 为

3.96±0.89，各维度的条目均分为3.45~4.74，明显低

于张晓颖等[8]在正常大学生的调查结果，与孟春艳

等[9]在妊娠期妇女中的调查结果相近，表明青年乳

腺癌患者的积极心理资本相对较差。Luthans等[10]指

出：良好的积极心理资本能最大程度地调用个体

的心理潜能，促使个体在应激反应中采用积极的

应对策略，对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和降低应激反

应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反之则可能诱发焦虑、

抑郁等负性心理反应，甚至还可能发生各类自残

或自杀事件。因此，临床医护人员应充分关注青

年乳腺癌患者的积极心理资本水平，并采用有效

手段去提升其对积极心理资源的利用，以提升其

对疾病和治疗的适应能力。

本 研 究 结 果 显 示 ： 青 年 乳 腺 癌 患 者 在 面 对

应对的得分明显高于国内常模，在屈服应对的得

表2 青年乳腺癌患者的应对方式得分

Table 2 Scores of coping styles of young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应对方式 乳腺癌患者/分(n=117) 国内常模/分(n=650) t P

面对应对 20.71±3.65 19.48±3.81 3.235 0.001

回避应对 14.76±2.80 14.44±2.97 1.082 0.280

屈服应对 7.62±2.18 8.81±3.17 −3.897 <0.001

表3 青年乳腺癌患者的积极心理资本与应对方式的相关性(n=117)

Table 3 Correlation between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coping style in young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n=117)

应对方式
r

PPQ 总分 乐观 希望 韧性 自我效能

面对应对 0.392** 0.343** 0.375** 0.402** 0.383**

回避应对 −0.006 −0.009 −0.014 −0.002 −0.002

屈服应对 −0.451** −0.478** −0.489** −0.381** −0.494**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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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青年乳腺癌患者的积极心理资本与回避应对、屈服应对及面对应对的相关性

Figure 1 Correlation between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avoidance response, yield coping and coping style in young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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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明显低于对照组，提示青年乳腺癌患者在患病

及治疗过程中更倾向于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较

少采用消极的应对策略，这可能与临床治疗技术

的发展及青年患者的心理特点有关。随着化疗药

物、生物免疫治疗技术、微创手术以及放射治疗

技 术 等 方 面 的 高 速 发 展 ， 乳 腺 癌 患 者 的 5 年 生 存

率明显提高 [11]，同时治疗所造成的不良反应也相

对降低 [12]。青年患者对疾病的预后充满希望和期

待，从而更倾向于采取积极的应对模式。面对应

对是一种积极的应对模式，有利于患者从正面解

决现存的压力负担，促进疾病适应和减轻负性心

理反应 [13]。虽然本研究中大部分的青年乳腺癌患

者均倾向于采取积极的应对模式，但仍有部分患

者会采用屈服应对模式，而屈服应对则可能导致

压力进一步累积和激化，从而诱发其他负性心理

反应，不利于其身心健康 [14]。提示医护人员应注

意引导患者从正面去应对疾病及治疗带来的压力

负担，以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

本 研 究 结 果 显 示 ： 患 者 的 积 极 心 理 资 本 总

分及各维度得分与屈服应对呈负相关，与面对应

对呈正相关，即随着积极心理资本的提高，青年

乳腺癌患者在面对应对方面的倾向性逐步加强，

而在屈服应对的倾向性则逐步下降。进一步行多

元线性回归分析可知：积极心理资本对屈服应对

具有独立的负性影响作用，对面对应对具有独立

的正性影响作用，提示通过提升积极心理资本有

利于促使青年乳腺癌患者从正面应对压力应激，

避免采用负性的应对模式，这与积极心理资本各

个方面的心理学特性密切相关，其原因可能有：

1 )乐观指的是个体对现状及未来的积极态度和归

因方式，乐观水平越高意味着青年乳腺癌患者越

相信自己具备对疾病的处理能力，同时对疾病的

预后充满信心，从而更倾向于采取积极的应对模

式，这与梅雅琪等 [15]的结果相符。2)希望指的是

个体努力通过各种途径去实现预定目标的积极心

理动机，希望水平越高，意味着青年乳腺癌患者

所能调用的积极心理资源越多，这能在一定程度上

提升个体的问题解决能力[16]，从而更倾向于采用积

极的应对模式。3)韧性指的是个体在面对困难、挫

折及逆境中的转变及恢复能力。已有研究[17]证实韧

性有利于促使个体在应激过程中保持稳定的心理

状态，同时韧性还与生活满意度、幸福感及感恩

等良性情绪有关，因此韧性较高的青年乳腺癌患

者较多选择面对应对，较少选择屈服应对。4 )自

我效能感指的是个体在解决压力应激时的信心。

已有多项研究[18-20]证实提升自我效能感有利于个体

从正面应对压力应激，减少负性心理反应，自我

效能感越高，青年乳腺癌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越

强烈，并能激发个体在压力环境中的行动动机和

问题解决压力，从而促使患者采用积极的应对模

式。此外，白璐 [21]的研究证实：积极心理资本对

个体的生命质量具有积极的改善作用，因此临床

护士应充分重视积极心理资本对青年乳腺癌患者

的影响作用，注意提升积极心理资本水平，以促

进其对疾病和治疗的有效应对。

综 上 所 述 ， 青 年 乳 腺 癌 患 者 的 积 极 心 理 资

本相对较差，在医学应对方式上倾向于采取面对

应对的方式，积极心理资本与其应对方式密切相

关，提升积极心理资本有利于患者从正面应对疾

病，避免采用屈服应对的方式。但本研究仍存在

一定不足之处，选取的调查对象均来自河南省肿

瘤医院患者，且样本数仅为 1 1 7 例，未来应扩充

样本量，采用多层次、多中心的样本抽样方法，

以进一步探讨积极心理资本对其应对方式的影响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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