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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肺癌患者自杀意念现况,并探讨联结中断、心理痛苦、绝望对其自杀意念的影响,为干预措施的制定提供参考。方

法
 

采用患者健康问卷、联结中断量表、心理痛苦量表及Beck绝望量表对366例肺癌患者进行调查,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各因

素间的关系。结果
 

肺癌患者自杀意念发生率为22.68%;联结中断、心理痛苦、绝望均可直接影响自杀意念(直接效应值为0.13、

0.37、0.17);联结中断通过心理痛苦、绝望可间接影响自杀意念(间接效应值为0.38),其总效应值最大(为0.51),且可调节绝望

对自杀意念的影响;绝望可通过心理痛苦间接影响自杀意念(间接效应值为0.17),二者无交互作用。结论
 

肺癌患者自杀意念发

生率高,以增强肺癌患者联结感为关键,通过减轻患者心理痛苦、增加其希望对减少自杀意念的发生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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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suicidal
 

ideation
 

among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and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connectedness,
 

psychological
 

pain
 

and
 

hopelessness
 

on
 

suicidal
 

ideation,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developing
 

targeted
 

intervention.Methods
 

A
 

total
 

of
 

366
 

lung
 

cancer
 

patients
 

were
 

surveyed
 

using
 

the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s,
 

the
 

Connectedness
 

Scale,
 

the
 

Psychache
 

Scale
 

and
 

Beck
 

Hopeless
 

Scale,
 

and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as
 

utiliz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se
 

varia-
bles.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suicidal
 

ideation
 

among
 

lung
 

cancer
 

patients
 

was
 

22.68%.
 

Connectedness,
 

psychological
 

pain
 

and
 

hopelessness
 

could
 

directly
 

affect
 

suicidal
 

ideation
 

(direct
 

effect
 

was
 

0.13,
 

0.37
 

and
 

0.17),
 

while
 

connectedness
 

indirectly
 

affected
 

suicidal
 

ideation
 

through
 

psychological
 

pain
 

and
 

hopelessness
 

(indirect
 

effect
 

was
 

0.38),
 

its
 

total
 

effect
 

value
 

was
 

the
 

largest
(0.51),

 

and
 

it
 

could
 

adjust
 

the
 

effect
 

of
 

the
 

hopelessness
 

on
 

suicidal
 

ideation.
 

Hopelessness
 

indirectly
 

affected
 

suicidal
 

ideation
 

through
 

psychological
 

pain
 

(indirect
 

effect
 

was
 

0.17),
 

and
 

there
 

was
 

no
 

interaction
 

between
 

them.Conclusion
 

The
 

incidence
 

of
 

sui-
cidal

 

ideation
 

among
 

lung
 

cancer
 

patients
 

is
 

high.
 

It
 

is
 

significant
 

to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suicidal
 

ideation
 

via
 

taking
 

enhancing
 

patients'
 

sense
 

of
 

connection
 

as
 

the
 

core,
 

reducing
 

their
 

psychological
 

pain
 

and
 

increasing
 

their
 

h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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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杀是一个严重的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1],不仅

会导致个体生命的结束,还会给家庭乃至社会造成冲

击性的负面影响。预防自杀已成为世界卫生组织、联
合国等多个全球性组织的发展目标[2-3]。自杀意念作

为自杀发生的第一步,是预防自杀的关键[4],具有隐

蔽、广泛等特点[5]。数据显示,肺癌是全球发病率和

病死率最高的恶性肿瘤[6],相比于其他癌症患者,其
自杀意念发生率极高[7]。关于肺癌患者自杀意念影

响因素的研究极少,且缺乏统一理论框架作指导。目

前,联结中断、心理痛苦及绝望已被证实与自杀意念

密切相关[8-13]。自杀三阶段理论(Three-Step
 

Theory
 

of
 

Suicide,3ST)指出,心理痛苦、绝望及二者的相互

作用共同导致自杀意念,并且联结中断可调节自杀意

念的强弱[14]。该理论已得到证实,心理痛苦和绝望

对自杀意念的直接效应显著[15],但其相互作用存有

争议[16]。此外,联结中断在心理痛苦和绝望水平高

的个体中是自杀意念加剧的重要危险因素[17]。但上

述各因素间的内在关系以及对自杀意念的作用路径

和效应值尚未清晰阐明。因此,本研究根据自杀三阶

段理论及相关文献回顾,分析肺癌患者联结中断、心
理痛苦、绝望对自杀意念的影响路径及程度,旨在更

加深入地理解其自杀意念的发生机制,进一步为制定

干预措施提供方向和思路。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2019年7~11月

在武汉市3所三级甲等医院的肺癌住院患者作为研

究对象。纳入标准:①年龄≥18岁;②经组织病理学

检查确诊为原发肺癌的住院患者;③有独立意识、思
维清晰,能够配合完成研究;④本人知晓诊断,自愿参

与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既往有精神疾病

史或正在服用抗精神疾病药物;②智力障碍。按照上

述标准共纳入366例肺癌患者,其中男257例,女109
例;年龄19~88(60.71±9.91)岁。已婚315例,未
婚、离异、丧偶51例;农村133例,城市233例;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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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化程度99例,初中或中专160例,高中或大专

87例,本科以上20例;家庭月收入<2
 

000元82例,
2

 

000~元42例,3
 

000~元48例,4
 

000~元43
例,>5

 

000元151例。疾病特征:肺鳞癌93例,肺腺

癌206例,小细胞肺癌67例;Ⅰ期20例,Ⅱ期70例,
Ⅲ期155例,Ⅳ期121例;首次住院74例,2~3次84
例,4~9次132例,≥10次76例;确诊时长1~3个

月111例,4~6个月81例,7~9个月51例,10~12
个月36例,>12个月87例。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①患者健康问卷(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PHQ-9)[18]。用于评估个体的抑郁状

态,共9个条目,单条目分值为0~3分,总分0~27分。
其中条目9表示个体的自杀意念,该条目得分越高表

明自杀意念越严重。中文版的PHQ-9已被部分国内

医院运用于癌症患者的自杀意念筛查,并得到普遍认

可[19]。本次调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9。②联

结中断量表[20]。用于评估个体与他人联结中断的程

度。共9个条目,采用Likert
 

7级评分,总分9~63分,
得分越高表明联结中断的程度越严重。该量表的中文

版已被证实具有良好的信效度[21]。本次调查量表

Cronbach's
 

α系 数 为0.87。③心 理 痛 苦 量 表(the
 

Psychache
 

Scale,PAS)[22]。单维度量表,用于评估个体

心理痛苦状态,共13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总
分13~65分,得分越高表明心理痛苦程度越严重。中

文版的PAS同样有13个条目,经研究证实具有良好的

信效度[23]。本次调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8。
④Beck绝望量表(Beck

 

Hopelessness
 

Scale,BHS)[24]。

包括对未来的感觉(7个条目)、动机的丧失(8个条

目)、对未来的期望(5个条目)3个维度,单条目分值0
或1分,总分0~20分,得分越高代表绝望程度越高。
中文版的BHS在我国青少年等人群中的信效度也得

到验证[25]。本次调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7。
1.2.2 调查方法 所有研究对象被提前告知调查目

的,并签署知情同意书与保密协议,自愿参与调查。本

研究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由经过统一培训

的研究者指导患者独立填写问卷;对不能自行阅读或

填写者,可由研究者协助其完成。问卷当天发放并收

回,及时检查问卷的完整性。本研究发出问卷380份,
回收有效问卷366份,有效回收率为96.30%。
1.2.3 统计学方法 双人独立录入问 卷,使 用

SPSS22.0软件进行Spearman秩相关及Pearson线

性相关性分析。采用AMOS21.0软件建立结构方程

模型,运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对模型参数进行检验,并
根据修正指数优化模型。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肺癌患者自杀意念发生率及联结中断、心理痛

苦、绝望得分 以PHQ-9条目9的得分>0分为判

断依据,366例肺癌患者中有22.68%(83/366)患者

报告有自杀意念。联结中断得分(25.81±7.38)分;
心理痛苦(23.02±9.63)分;绝望8(4,12)分,其中对

未来的感觉4(2,6)分、动机的丧失1(1,3)分、对未来

的期望3(2,4)分。
2.2 肺癌患者联结中断、心理痛苦、绝望与自杀意念

的相关性 见表1。

表1 联结中断、心理痛苦、绝望与自杀意念相关性(n=366) r

变量 联结中断 心理痛苦 对未来的感觉 动机的丧失 对未来的期望 绝望

联结中断 1.00 - - - - -
心理痛苦 0.52* 1.00 - - - -
对未来的感觉 0.59* 0.66* 1.00 - - -
动机的丧失 0.52* 0.68* 0.59* 1.00 - -
对未来的期望 0.49* 0.56* 0.63* 0.55* 1.00 -
绝望 0.62* 0.75* 0.87* 0.84* 0.80* 1.00
自杀意念 0.46* 0.57* 0.55* 0.47* 0.43* 0.56*

  注:*P<0.01;自杀意念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为Spearman秩相关系数,其余为Pearson相关系数。

2.3 肺癌患者联结中断、心理痛苦、绝望对自杀意念

影响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2.3.1 初始模型假设 通过文献回顾及各个变量之

间相关性分析结果,并结合自杀三阶段理论,以联结

中断量表的9个条目作为潜变量联结中断的指示变

量(B1-B9),以PAS的13个条目作为潜变量心理痛

苦的指示变量(P1-P13),以对未来的感觉、动机的丧

失、对未来的期望3个维度作为潜变量绝望的指示变

量,构建联结中断、心理痛苦、绝望和自杀意念间的关

系理论模型。

2.3.2 模型修正 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对理论假设

模型进行拟合,最终模型见图1。χ2/df=2.74,CFI=
0.95,NFI=0.92,TLI=0.94,RMSEA=0.07,
RMR=1.13。自杀意念的R2=0.43,分析结构方程

模型中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作用。联结中断、心理

痛苦、绝望均可直接作用于自杀意念;联结中断可通

过影响心理痛苦、绝望间接作用于自杀意念,并可调

节绝望对自杀意念的作用;绝望可通过影响心理痛苦

间接作用于自杀意念。联结中断、心理痛苦、绝望对

自杀意念的标准化总效应分别为0.51、0.37和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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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2。

图1 联结中断、心理痛苦、绝望与自杀意念的结构方程模型

表2 联结中断、心理痛苦、绝望对自杀意念的

标准化效应值指标

效应分解 联结中断 心理痛苦 绝望

直接效应 0.13 0.37 0.17
间接效应 0.38 0.00 0.17
总效应 0.51 0.37 0.34

3 讨论

3.1 肺癌患者自杀意念发生率 本研究发现,肺癌

患者自杀意念发生率为22.68%,高于我国胃癌患者

(18.37%)[26]、妇科恶性肿瘤(18.40%)[27]自杀意念

的发生率。这提示临床医护人员及家属需重视肺癌

患者的心理健康,必要时对患者进行自杀意念的筛查

和评估,并给予及时的心理干预,避免患者自杀行为

的发生。肺癌患者的高自杀意念发生率可能与肺癌

的高病死率、预后差、疾病症状负担严重以及治疗经

济压力大等因素有关,易使患者产生巨大的心理和社

会压力,冲破心理防线,极易导致其抑郁、绝望甚至自

杀。因此,临床医护人员除了关注肺癌患者躯体症状

外,还应关注患者的心理状态,促进其全面的健康。
3.2 联结中断对自杀意念的影响 本研究中肺癌患

者联结中断得分处于中等偏低水平,且与自杀意念呈

正相关,结构方程模型显示联结中断对自杀意念有直

接和间接效应(总效应系数为0.51),高于心理痛苦

和绝望的影响,对肺癌患者自杀意念的影响最大。可

通过影响心理痛苦和绝望间接作用于自杀意念,并且

调节了绝望对自杀意念的作用。联结中断的肺癌患

者,其社会、家庭等多方面的支持系统受损,可导致其

心理痛苦、绝望程度加重,进而更易诱发自杀意念的

产生。同时,具备良好的联结感可以增加个体归属

感、幸福感和获得心理健康咨询的可能性,对于处于

绝望状态的患者,联结感发挥着保护作用,提高其应

对负面事件的能力和顺应性[13]。《国家预防自杀策

略》[28]主张将加强联结感作为减少自杀发生的重要

措施。在本研究中,肺癌患者长期反复住院治疗,其
家属由于工作等原因无法始终陪伴患者。并且随着

疾病症状的加重,患者的活动能力和范围受限,导致

与朋友、同事的交往也减少,患者获得安慰和发泄的

机会明显减少,极易导致联结感的缺失和孤独。因

此,医护人员在日常工作中应增加与肺癌患者的沟通

交流,在条件允许时还可根据患者兴趣开展同伴支持

等集体活动,增加病友间的相互了解和支持,丰富住

院生活,扩大患者的社交网络。此外,还可充分发挥

家庭支持系统的作用,与患者家属沟通,尽可能从多

方面增强患者的联结感。
3.3 心理痛苦对自杀意念的影响 本研究中肺癌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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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心理痛苦得分处于中等偏低水平,低于严利等[29]

早期对癌症患者的调查结果。这可能与近年来我国

癌症相关医疗技术水平高速提升、生活水平明显提

高、人们心理承受能力增加、获得的支持援助来源广

泛等有关。同时,心理痛苦得分越高,自杀意念发生

率越高,且与自杀意念的相关系数高于绝望。结构方

程模型显示,心理痛苦对自杀意念有直接效应(总效

应系数为0.37),并且心理痛苦在绝望与自杀意念之

间存在间接作用(间接效应为0.17),这与Shneidman
等[30]观点一致,提出自杀的相关危险因素是通过心

理痛苦间接影响自杀的。心理痛苦不仅可以影响患

者的疾病治疗、康复及依从性等,降低应对疾病的能

力,并且当心理痛苦程度到达无法忍受时,患者会认

为自杀是唯一的逃脱方法。目前,肺癌患者心理痛苦

逐渐被临床医护人员重视,并进行了相关干预,结果

显示可明显减轻患者心理痛苦的程度[31]。此外,有
学者提出,心理痛苦作为一种复杂而内省的情绪状

态,对于自杀而言其多维结构能更好地预测自杀,包
含认知、情感和动机成分,其中痛苦避免是自杀最好

的预测指标[32]。因此,在未来可研制和使用多维结

构的工具以更加全面准确地评估个体的心理痛苦状

态,进而制定更加具体有效的干预措施。
3.4 绝望对自杀意念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肺
癌患者绝望评分为偏态分布,得分主要集中于分值小

的一侧,且绝望水平越严重,自杀意念发生率越高。
绝望是最常见的自杀危险因素之一,这已得到国内外

大量研究的证实[11]。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表明绝望可

直接影响自杀意念,且与心理痛苦并无交互作用。绝

望与心理痛苦高度相关,但二者是属于结构不同的2
个独立变量[33]。绝望者对未来生活普遍存在极其消

极的期待,当患者坚信现在的困难和痛苦难以克服,
只将无限期持续时,就会产生强烈的自杀意念,甚至

发生自杀行为,相信自杀是摆脱现状最可行的途径。
研究指出,希望作为一种可复原因素,能缓冲绝望对

自杀意念的影响,是患者面对逆境时选择坚持的关键

因素[10]。因此,在肺癌患者的健康管理中,应及时察

觉并评估患者的绝望心理,进行适当疏导,充分利用

认知行为治疗等心理干预方法重建患者希望,使其保

持积极正面的心态,从而降低自杀意念的发生风险。
4 小结

本研究结果显示,肺癌患者自杀意念发生率高,
且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得出,联结中断、心理痛苦

和绝望均可直接影响患者自杀意念,其中联结中断对

肺癌患者自杀意念的总效应最大,其次是心理痛苦;
联结中断可调节绝望对自杀意念的影响;心理痛苦在

绝望和自杀意念之间发挥间接作用,且与绝望无交互

作用。这提示减少肺癌患者自杀意念的发生应重点

加强患者社会、家庭等支持系统,重视患者情感支持,
以增强患者联结感为关键,进行针对性的心理干预,

包括减轻患者心理痛苦、增加其希望,以全面促进肺

癌患者的身心健康,减少自杀意念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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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护生器官捐献认知与意愿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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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调查本科护生器官捐献认知与意愿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制定提升护生捐献意愿策略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

法及自制问卷对367名在校本科护生进行调查。结果
 

护生器官捐献知识总分为2(1,3)分,愿意、不确定、不愿意器官捐献的比例

为46.0%、33.0%、21.0%;促进护生器官捐献的主要因素是“帮助被疾病折磨的患者,让自己的生命更有价值”(58.3%),阻碍其

捐献的主要因素是“担心遗体不被尊重或被他人用于牟利”(32.2%);年级、自我评价和当志愿者宣传的意愿是器官捐献知识得分

的独立影响因素,性别、对家人捐献态度及当志愿者宣传意愿是护生捐献意愿的影响因素(P<0.05,P<0.01)。结论
 

护生的器

官捐献知识得分和意愿都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应多路径加强器官捐献知识的宣教,完善捐献善后机制,促进捐献意愿的确立,提高

捐献率。
关键词:护生; 器官捐献; 认知; 态度; 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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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器官移植技术的运用,挽救了众多器官衰竭患者

的生命,但器官移植供需缺口严重,极大地影响了器

官移植技术的发展。目前,我国器官移植亦面临供体

不足、供需比例严重失调的棘手问题[1]。医学生作为

未来救治患者的中坚力量,其对器官捐献的认知与态

度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全社会对器官移植事业的认知

与发展[2],尤其护理人员在促进器官捐献方面发挥着

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作用[3]。因此,作为护理队伍的后

备军,护理专业大学生对器官捐献的认知和态度至关

重要。本研究通过调查本科护生对器官捐献的认知、
态度及影响因素,为探讨增进护生对器官捐献事业及

自身责任认识的有效途径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法,抽取我校2017~2019
级本科护生作为调查对象。纳入标准:①全日制护理

专业本科在读;②尚未进入临床实习;③同意并自愿

参加本次调查。排除标准:病假、事假及外出交流学

习≥3个月者。
1.2 方法

1.2.1 研究工具 ①一般资料调查问卷。由研究者

自制,包括性别、年龄、年级、生源地、政治面貌及宗教

信仰等内容。②器官捐献认知调查表。研究者通过

查阅文献[4-8]及采纳相关专家建议自行设计,包含器

官捐献知识(知晓程度、捐献的具体内容)、器官捐献

及宣传意愿(自己捐献、家人捐献、当志愿者宣传)和
影响捐献意愿的相关因素3个方面内容。其中,器官

捐献知识知晓程度采用Likert
 

4级评分法(0=从没

听说过,1=了解一点,2=比较了解,3=非常了解),

捐献的具体内容为复选题,包括捐献程序、条件、用
途、相关法律、相关伦理、其他知识,每选择1项得1
分,故知识维度得分为0~9分;自己捐献及宣传意愿

均采用Likert
 

3级评分法(1=愿意,2=不确定,3=
不愿意);家人捐献也为Likert

 

3级评分法(1=支持,
2=中立,3=不支持)。本研究器官捐献知识维度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0.822,器官捐献意愿维度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0.632,问卷整体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07。影响捐献意愿的相关因素包括促进

因素和阻碍因素,均为多选题。
1.2.2 调查方法 采用问卷星调查,调查前,研究者

在班级辅导员协助下,
 

向参与调查的护生充分解释

本研究目的、意义及注意事项,
 

然后在班级微信群发

放问卷二维码,护生匿名填写,
 

填写时间为3~5
 

min,同一IP地址只能提交1次,填写项目缺失或均

选相同序号答案视为无效问卷。回收有效问卷367
份。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1.0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计数资料采用构成比或百分比描述,计量资料

服从正态分布用均数±标准差(x±s),不服从正态分

布用中位数及四分位间距进行描述。通过单因素分

析、多重线性回归和有序Logistic回归分别分析影响

护生器官捐献知识得分和意愿的主要因素,检验水准

α=
 

0.05。
2 结果

2.1 护生器官捐献知识得分 见表1。
2.2 护生对器官捐献的态度与意愿 护生自己捐献

器官表示愿意、不确定、不愿意的比例分别为46.0%
(169/367)、33.0%(121/367)、21.0%(77/367);护生

对家人捐献器官表示支持、中立和反对的比例分别为

24.2%(89/367)、65.7%(241/367)和10.1%(37/
367);护生对自己当志愿者表示愿意、不确定和不愿

意的比例 分 别 为37.0%(136/367)、53.7%(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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