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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乳腺癌的发病率在西方国家排在女性恶性肿瘤的首位，近

年来我国乳腺癌发病率呈逐渐升高趋势，其发病率在我国约占

全身各种恶性肿瘤的 7%～ 10%[1]，近年来发病率以每年 3%～

4%的速度递增[2]。癌症的诊断和手术两种应激使得患者在围手

术期的焦虑程度明显升高，尤其是乳腺癌的治疗破坏了女性性

特征，使得乳腺癌患者容易产生不安、焦虑甚至是恐惧等一系

列严重心理问题[3]。社会支持可以减轻应激作用，是个体在应激

过程中可以使用的外部资源[4]，其可以使患者保持良好的情绪

状态以面对疾病，同时还可以进一步的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负性情绪不仅会影响患者的机体功能，还会影响患者疾病的治

疗与康复。目前国内外乳腺癌患者的情绪状态及社会支持水平

大多针对化疗期，而围手术期这一特殊时期乳腺癌患者的社会

支持状态水平的研究却并不多见[5，6]。本研究主要目的是了解围

手术期乳腺癌患者的焦虑及社会支持状态，为临床医护人员为

围手术期乳腺癌患者提供有效的社会支持、减轻由疾病和治疗

带来的负性情绪，帮助患者身心健康的度过围手术期奠定理论

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择 2012年 1 月～ 2012 年 6 月期间在哈尔滨医

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乳腺外科住院的 96名乳腺癌患者作为研

究对象。纳入标准：确诊为乳腺癌患者，年龄 18周岁以上，小学

以上文化水平，既往和目前无精神疾病和意识障碍，无理解力、

记忆力等认知障碍，自愿参加研究。排除标准：合并其他严重躯

体疾病，拒绝参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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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1.2.1 一般资料 采用自行设计的一般调查问卷收集人口学

资料，包括年龄、学历、婚姻状况、家庭月收入等。

1.2.2 社会支持 采用姜乾金翻译的 Zimet编制的领悟社会
支持量表（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PSSS），该量表以总分

反应个体感受到的社会支持水平[7]。主要包括 12个项目，从极

不同意到极同意分为 7级，每一级对应相应的分数，最低分 12

分，最高分 84分，分数越高说明社会支持水平越高。其中 12～

36 分为低支持水平，37～ 60分为中间支持水平，61～ 84 分为
高支持水平。

1.2.3 焦虑 采用状态 -特质焦虑问卷（State-Trait Anxiety In-
ventory, STAI），STAI分为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两部分，每部分
20题，均采用 4级评分法，最低分 20分，最高分 80分，分数越

高说明焦虑水平越高[8]。

1.2.4 统计学处理方法 采用 Excel录入数据，SPSS13.0软件

进行统计学分析。患者的社会支持及情绪状态采用均数和标准

差描述，一般资料对社会支持的影响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或独

立样本 t检验，社会支持及情绪状态之间的相关性采用 Pearson

相关系数表示。

2 结果

2.1 围手术期乳腺癌患者一般人口学资料

本次发放问卷 100份，回收问卷 96份，回收率 96%。其中

年龄 30～ 39岁 13例，40～ 49岁 36 例，50～ 59岁 30例，≥ 60

岁 17 例；婚姻状况中已婚 81例，分居 7例，离异 4例，再婚 1

例，丧偶 3例；学历初中 43例，高中 27 例，大专 11例，本科及

以上 15例；有医保者 66例；有工作者 52例；家庭月收入＜

2000元 15例，（2000～）元 35例，≥ 3000元 46例。
2.2 围手术期乳腺癌患者社会支持得分

本研究中乳腺癌患者社会支持总分为（69.49± 7.43）分，其

中中间支持水平者 5例，高支持水平者 91例，94.79%的患者社

会支持处于高支持水平。

2.3 一般资料对乳腺癌患者社会支持的影响

由于本研究中 84.38%的患者皆为已婚患者，其他婚姻状

况者较少，因此不进行婚姻状况对社会支持的单因素方差分

析。一般资料中年龄、家庭月收入、学历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工作与医保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发现，学历和家庭月收

入是围手术期乳腺癌患者社会支持的影响因素，学历越高、家

庭月收入越高，社会支持水平越高(表 1)。

变量

Variable

均数与标准差

Mean and SD

tF值

t F value

P值

P value

年龄（岁）

Age
68.38± 9.22 0.39 0.76

70.33± 6.21

68.67± 7.61

70.00± 8.40

学历

Educational level
67.49± 7.67 3.91 0.01**

68.85± 7.40

73.36± 4.59

3.53± 6.26

家庭月收入（元）

Economic status
66.77± 7.90 6.10 0.00**

67.87± 7.90

72.09± 6.80

工作

Job
70.56± 6.58 1.81 0.07

67.86± 7.95

医保

Medical insurance
70.20± 7.29 1.25 0.22

68.14± 7.68

例数（人）

n

13

36

30

17

43

27

11

15

15

35

46

52

44

66

30

30～

40～

50～

≥ 60

初中

Middle school

高中

High school

大专

Junior college

本科及以上

College or more

＜2000

2000～

≥ 3000

有 Yes

无 No

有 Yes

无 No

表 1围手术期乳腺癌患者社会支持影响因素分析（n=96）

Table 1 The analysis of the level of social support in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in perioperation (n=96)

注：**表示 P≤ 0.01。

Note: ** means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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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围手术期乳腺癌患者情绪状态得分

本研究中乳腺癌患者围手术期状态焦虑得分为（41.61±
12.01）分，特质焦虑得分为（41.07± 11.81）分。

2.5 乳腺癌患者社会支持及情绪状态之间相关分析

采用 Person相关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社会支持与特质焦虑

呈负相关（表 2）。

变量

Variable

社会支持总分

Total score of social support

r值

r value

P值

P value

状态焦虑

State anxiety
－0.19 0.06

特质焦虑

Trait anxiety
－0.22 0.00**

表 2围手术期乳腺癌患者社会支持与状态焦虑、特质焦虑的相关性

Table 2 The correlation with social support, state anxiety and trait anxiety in patients with cancer in perioperation

注：**表示 P≤ 0.01。

Note: ** means P≤ 0.01.

3 讨论

3.1 围手术期乳腺癌患者社会支持水平

调查结果显示，乳腺癌患者术前社会支持总分为（69.49±
7.43）分，其中中间支持状态者 5 例，高支持状态者 91 例，
94.79%的患者社会支持处于高支持状态。这与赵海平[5]、张静
[6]、郭宏波[9]等人的研究结果相一致。说明在围手术期乳腺癌患

者的社会支持处于较高水平。这可能与本组患者 84.38%为已

婚患者，具有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使患者感受到更多的家庭

内的社会支持有关。当个体患有癌症后，来自各方面的问候增

多，使患者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关心与支持，因而患者自我感

觉较好[10]。但与郭宏波等人的研究结果相比，本研究中研究对

象社会支持得分更高[9]，原因可能是其针对的是肾移植患者，而

本研究中的调查人群为乳腺癌患者，两者疾病程度不同，且本

研究中所有研究对象皆出在疾病初期，社会支持水平会高于其

研究结果。

3.2 围手术期乳腺癌患者焦虑水平

本次调查结果发现，围手术期状态焦虑得分为（41.61±
12.01）分，特质焦虑得分为（41.07± 11.81）分。状态焦虑是指是

一种不愉快的情绪体验，如紧张、恐惧等，一般为短暂性的，特

质焦虑是用来描述相对稳定的、作为一种人格特质且具有个体

差异的焦虑倾向[9]。首先，癌症的诊断与手术治疗可能存在的风

险，以及手术治疗带来的女性第二性征的缺失，都会使得围手

术期乳腺癌患者处于极度焦虑与不安等状态[3]。其次，由于研究

对象皆为第一次经历癌症诊断，也是处于疾病的初期阶段，对

疾病的相关知识了解甚少，由此引起的不确定感也会使得患者

产生焦虑、不安等各种负性情绪[11]。这是导致围手术期乳腺癌

患者焦虑处于较高水平的原因。

3.3 围手术期乳腺癌患者社会支持影响因素及焦虑相关性的
分析

本次调查结果发现，一般人口学资料中学历和家庭月收入

是影响患者社会支持水平的两个重要因素，这与已有的研究结

果相一致[8，9]，研究结果发现，经济状况越好，其可利用的资源越

多，学历越高，也了解更多的获取支持的方法与途径，因此社会

支持水平越高。

通过表 2可知，围手术期乳腺癌患者社会支持与特质焦虑

呈负相关，而与状态焦虑的相关性未达到统计学意义，这与郭

宏波[9]、Broadhead[12]等人的研究结果相一致。说明焦虑倾向性

高的个体比焦虑倾向性低的个体自身感受到的社会支持水平

低，即有焦虑特质的个体，社会支持水平越低。情绪状态好的患

者其社会支持水平明显较高。相关的研究结果显示，个体的良

好精神状态与社会支持呈正相关，换言之，当个体的焦虑、抑郁

等负性情绪越明显，患者所感受到的社会支持水平越低[13]。在

个体处于应激状态下，如癌症的诊断、手术带来的躯体缺失等，

社会支持可以为个体提供保护，除此之外，还能够促进和维持

个体的情绪[14]。张月娟等人的研究结果指出，社会支持是一种

重要的外部环境资源，良好的社会支持网络可使个体更容易获

得自尊，从而抵御负性情绪的产生[15,16]。良好的社会支持可以减

轻患者的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反过来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

的缓解可以帮助患者更好的寻求社会支持，以促进疾病的康复。

4 结论

围手术期是一个特殊时期，如何帮助围手术期乳腺癌患者

安全、健康的度过这段时期，尽早促进围手术期乳腺癌患者的

康复是临床医护人员需关注的地方。通过本次调查发现，围手

术期乳腺癌患者社会支持处于高支持水平，其中状态焦虑和特

质焦虑皆处于较高状态。影响围手术期乳腺癌患者社会支持水

平的因素有学历和家庭月收入，同时发现，社会支持与特质焦

虑呈负相关。已有的研究发现，通过干预，患者的社会支持和生

活质量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且能降低手术患者的焦虑抑郁等负

性情绪[17-19]，本研究为以后提高患者社会支持的干预研究提供

理论基础，同时帮助临床医务工作者更好的了解围手术期乳腺

癌患者的心理状态，以便提供更为完善的服务，促进疾病的转

归与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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