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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乳腺癌患者拼贴画心理疗法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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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拼贴画心理疗法在青年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干预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将87例青年乳腺癌患者按照住院时

间分为对照组43例和观察组44例。对照组实行常规健康教育,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实施拼贴画心理疗法,干预前及干预12
周后采用癌症患者恐惧疾病进展简化量表、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erth希望量表进行评价。结果

 

干预12周后,观察组癌症复发恐

惧、焦虑、抑郁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希望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P<0.01)。结论
 

拼贴画心理疗法有利于缓解青年乳腺

癌患者负性情绪,并提升其希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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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collage
 

psychotherapy
 

on
 

fear
 

of
 

cancer
 

recurrence
 

in
 

young
 

breast
 

cancer
 

pat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87
 

young
 

breast
 

cancer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n=43)and
 

an
 

intervention
 

group
(n=44)chronologically.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health
 

education,
 

while
 

the
 

intervention
 

group
 

additionally
 

received
 

collage
 

psychotherapy.
 

Before
 

the
 

intervention
 

and
 

12
 

weeks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Fear
 

of
 

Progression
 

Questionnaire-Short
 

Form,
 

the
 

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
 

and
 

the
 

Herth
 

Hope
 

Index
 

were
 

used
 

to
 

assess
 

the
 

effect.
 

Results
 

Twelve
 

weeks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score
 

of
 

fear
 

of
 

cancer
 

recurrenc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while
 

the
 

score
 

of
 

hop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P<0.01).
 

Conclusion
 

Collage
 

psychotherapy
 

is
 

conducive
 

to
 

alleviating
 

the
 

negative
 

emotion
 

of
 

young
 

breast
 

cancer
 

patients,
 

and
 

improving
 

their
 

hope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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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腺癌是我国女性最常见的癌症疾病[1],其发病

率逐年上升并呈现低龄化趋势[2]。近年来,随着人们

早期筛查意识的提高和诊疗技术的进步,其治愈率不

断升高,但复发率却呈上升趋势。研究显示,63.3%
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存在着恐惧疾病复发的忧虑[3]。
癌症复发恐惧是指患者恐惧癌症复发、进展的一种心

理疾病[4],是癌症患者的常见心理问题之一[5],若患

者不能合理地调整该情绪便会诱发心理疾病,如频繁

的检查身体、过分警觉身体的细微变化甚至无端揣

测、怀疑病情加重[6]。青年乳腺癌患者激素水平高且

保乳意愿强烈,更增加了癌症转移和复发的可能

性[7]。为降低患者恐惧疾病复发的心理,张贤贤等[8]

将夫妻自我表露干预模式应用于青年乳腺癌患者,取
得较好成效,但该方案仅适用于已婚青年乳腺癌患

者,而对于未婚或离异乳腺癌患者尚没有成熟的干预

措施。需要探索一种简单高效并且具有普适性的干

预方案。拼贴画心理疗法是日本学者森谷宽之[9]结

合毕加索美术拼贴画的艺术价值和箱庭疗法的操作

经验开发的一种全新的心理治疗技术,它能够释放消

极情绪,维持内心稳定,具有映射潜意识、治愈内心创

伤的作用。国外研究发现,拼贴画心理疗法能有效缓

解术后化疗癌症患者的恐惧、焦虑等负性情绪[10];而
国内有关研究较少且尚未用于癌症患者。本研究将

拼贴画心理疗法用于青年乳腺癌患者,探讨拼贴画心

理疗法对降低患者癌症复发恐惧水平的效果,报告如

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9年1~12月在山西省汾

阳医院乳腺外科住院化疗的青年乳腺癌术后患者为

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原发性乳腺癌,剩余化疗时

间>4个周期;②根据2017年 WHO年龄划分新标

准,年龄18~44岁;③恐惧疾病进展简化量表(Fear
 

of
 

Progression
 

Questionnaire-Short
 

Form,FoP-Q-
SF)[11]得分≥34分,即癌症复发恐惧阳性;④无语言

沟通障碍,有书写能力;⑤知情,同意参与本研究。排

除标准:①伴其他癌症疾病或较严重的心、肝、肾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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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性疾病;②精神疾病或有意识障碍。共纳入患者

92例,按照住院时间将2019年1~5月的46例患者

作为对照组,8~12月的46例患者作为观察组,研究

过程中观察组失访2例,对照组失访3例,最终观察

组44例和对照组43例完成研究。两组一般资料比

较,见表1。
表1 两

 

组
 

一
 

般
 

资
 

料
 

比
 

较

组别 例数
年龄

(岁,x±s)
文化程度(例)

初中以下 高中/中专 本科/大专 硕士以上

婚姻状况(例)
未婚 已婚 离婚

居住地(例)
城市 县镇 农村

对照组 43 36.93±5.14 5 9 24 5 7 33 3 32 6 5
观察组 44 35.36±5.10 7 10 23 4 9 31 4 29 8 7
统计量 t=1.427 Z=0.686 - χ2=0.755

P 0.157 0.493 0.820 0.686

组别 例数
医保类型(例)

职工医保 居民医保 自费

职业(例)
有 无

疾病分期(例)

Ⅰ期 Ⅱ期 Ⅲ期 Ⅳ期

手术方式(例)
乳房切除 乳房保留

对照组 43 22 17 4 32 11 7 29 6 1 33 10
观察组 44 20 19 5 36 8 5 27 10 2 30 14
统计量 χ2=0.306 χ2=0.698 Z=1.267 χ2=0.789

P 0.858 0.404 0.205 0.372

1.2 干预方法

对照组在每次化疗后1
 

d由经过培训的研究人员

通过幻灯片和视频相结合的方式对患者进行4次乳

腺癌健康教育,包括乳腺癌化疗期间常见并发症及应

对方法、饮食指导及患肢锻炼方法、患者常见的心理

问题及应对方式、患者生存现状介绍。观察组在对照

组基础上实施拼贴画心理疗法,具体如下。
1.2.1 构建干预小组 由1名心理科医生、2名乳腺

专科护士和3名护理专业研究生(其中1名取得国家

二级心理咨询师证书)组成,对小组成员统一培训癌

症复发恐惧和拼贴画心理疗法的相关知识。心理科

医生负责拼贴画心理疗法干预方案的制订、对小组成

员进行拼贴画心理疗法培训及沟通技巧指导,要求所

有成员掌握拼贴画的制作方法及与患者的交流技巧,
明确拼贴画心理疗法的治疗意义;乳腺专科护士负责

与患者的协调沟通;护理专业研究生负责拼贴画心理

疗法的实施和资料收集。
1.2.2 拼贴画素材及制作工具 ①拼贴画素材:
Ferrara[12]提出拼贴画的制作素材要与患者生活密切

相关,且与本民族文化相符合,并推荐了《Life》和
《National

 

Geographic》等系列杂志。本干预小组依据

Landgarten的理念并结合我国文化特征确定《中国摄

影家》和《中国国家地理》2本杂志作为实验的拼贴素

材,选择2018年10~12月的杂志作为实验素材,共6
本。②拼贴画制作工具:B4大小的底纸、固体胶、剪
刀、24色彩色油画笔、中性笔。
1.2.3 制订拼贴画心理疗法干预方案

 

干预小组根据森谷宽之[9]的拼贴画心理疗法理

论框架构建初步干预方案,邀请相关专家(2名心理科

医生、1名乳腺专科主任医师、2名乳腺专科主任护

师)对方案展开讨论并修改,对10例青年乳腺癌患者

进行预试验,并根据结果及患者的反馈调整不合理之

处,形成最终方案。共干预4次,根据化疗周期每3

周1次,干预时间为化疗后1
 

d,每次约60
 

min。干预

地点为乳腺外科示教室,干预期间其他人员不得进入

示教室。
1.2.3.1 准备阶段 首次干预前1

 

d
 

2名干预小组

成员(乳腺专科护士和护理研究生各1名)和患者进

行1次20~30
 

min的会谈,会谈的主要目的是和患者

熟悉并建立信任关系,主要向患者介绍干预小组成员

及干预目的、流程、意义等,并承诺保护患者隐私。
1.2.3.2 干预阶段 ①音乐放松:指导患者取舒适

体位并根据患者喜好播放柔和舒缓的纯音乐,如《高
山流水》等,告知患者闭合双眼并引导其有节奏地深

呼吸,以促进患者身心完全放松,时间为5
 

min。②制

作前指导:告知患者拼贴画的制作没有任何内容和形

式限制,也不必追求视觉上的美观,只需选择最符合

自己心意的素材并跟随内心最真实的感受进行拼贴,
时间为5

 

min。③制作拼贴画:指导患者按步骤进行

拼贴,翻阅杂志挑选自己喜欢的图片或文字-剪成自

己喜欢的形状-在底纸上拼贴-用固体胶粘贴;此
外,还可以根据患者个人意愿写上文字、画上喜欢的

画、创作故事等。制作过程中不予任何指导,时间约

30
 

min。④命名并介绍作品:指导患者为作品命名,
再针对每部分剪切内容具体提问“这是什么呢”,以促

进对方的联想,由此可得知患者在制作过程中的心理

动向,并努力梳理患者的心情。如患者第1次的作品

是由3幅图片组成,左上方是天空的闪电,左下方是1
栋郊外的房子,右边是渔网里打捞的鱼。患者将其命

名为“挣扎”,并介绍“这幅画描述了我现在的感受,房
子和闪电代表突然遭受打击的一家人,而我就像这个

渔网,把一家人死死困住,我起名为‘挣扎’,因为我不

知道痛苦还要持续多久,疾病多久又会侵袭。”由此可

推测患者此时因自己患癌对家人有极大的愧疚感,并
且怀有对疾病康复的不确定感和再次复发的恐惧感。
而在第4次的作品中,该患者制作了1幅名为“登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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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品,该作品由两幅图片组成,上方是蔚蓝的天空,
下方是1名攀岩者正在攀登。该患者介绍到,我喜欢

户外攀岩,希望以后病好了能再去体会1次。虽然此

时患者没有表述对疾病的感受,但由此可推测患者已

经从灰暗的情绪转向对生存意义的思考以及未来生

活的美好畅想中。⑤制作后交谈:与患者就作品展开

10
 

min交流,在交流过程中,需要无条件接受和共情。
交流提纲:这个作品让您想到什么事? 制作过程中您

的心情如何? 您拼贴完之后感觉如何? ⑥评估并反

馈:根据患者对作品的介绍及交谈内容评估患者的心

理状态,通过反馈引导患者疏解不佳情绪并向积极方

向转化,反馈采用“热板凳练习”的方法[13],指出患者

的消极想法(如“癌症无法根治,我很担心不久就会复

发”);指导患者对该想法开展辨证思考,这种情形或

经历从其他角度还可以怎样理解? 它有哪些好的方

面? (如“与其他人相比,我确诊时疾病还处于早期,
手术后恢复也不错”);指导患者从乐观的角度看待此

事(如“只要坚持治疗,保持好的心情,我很快就能痊

愈,疾病复发的可能性也会降低”)。
1.2.3.3 结束阶段 每次干预结束后,将患者的拼

贴画作品按顺序归档保存,待4次干预结束后将4幅

作品送给患者留作纪念。
1.3 评价方法 ①应用癌症患者恐惧疾病进展简化

量表[11]测评患者对疾病进展的恐惧程度,包括生理健

康和社会家庭2个维度,共12个条目,采用Likert
 

5
级评分法,总分12~60分,得分越高,患者恐惧疾病

程度越严重;≥34分时可确定患者疾病恐惧程度为阳

性。②应用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
 

HADS)[14]筛查患者焦虑和抑郁情

绪,包括焦虑和抑郁2个亚量表,针对焦虑和抑郁问

题各7个条目,采用4等级评分法。亚量表每部分各

条目得分相加,得分>7分则表示存在焦虑或抑郁症

状。③应用 Herth希望量表(Herth
 

Hope
 

Index,
 

HHI)[15]评价个体对生活的希望水平,量表共12个条

目,采用4等级评分法,总分12~48分,≤23分希望

水平低,24~35分希望水平中等,≥36分希望水平

高。于干预前和干预后采用以上工具对两组患者进

行调查。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3.0软件进行χ2 检

验、Wilcoxon秩和检验及t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两组干预前后癌症复发恐惧评分比较 见表2。
表2 两组干预前后癌症复发恐惧评分比较

分,x±s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43 38.42±4.48 37.14±2.87
观察组 44 39.05±3.61 35.27±1.88

t 0.719 3.580
P 0.474 0.000

2.2 两组干预前后焦虑、抑郁及希望评分比较 见

表3。

表3 两组干预前后焦虑、抑郁及希望评分比较 分,x±s

组别 例数
焦虑

干预前 干预后

抑郁

干预前 干预后

希望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43 15.40±1.83 14.40±1.53 16.67±1.66 16.63±1.31 28.49±5.45 29.19±5.62
观察组 44 15.80±2.15 12.18±2.01 16.55±1.66 13.07±2.58 27.07±3.53 31.57±4.41

t 0.934 5.762 0.362 8.135 1.440 2.204
P 0.353 0.000 0.718 0.000 0.154 0.030

3 讨论

3.1 拼贴画心理疗法有利于降低青年乳腺癌患者的

癌症复发恐惧程度 本研究结果显示,干预后观察组

癌症复发恐惧得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0.01),说明

拼贴画心理疗法有利于降低青年乳腺癌患者的癌症

复发恐惧水平。分析原因:拼贴画心理疗法是以荣格

的无意识理论和积极想象技术的分析心理学为理论

基础的心理疗法[9],是感官艺术疗法的重要形式之

一,通过拼贴画这种象征性表达内心语言的方式,较
为安全地触及患者心灵深处隐藏的各种压抑情绪并

将其投射到拼贴画作品中,帮助患者面对压抑情绪,
释放早期记忆中被隐藏的恐惧、不安等负性情绪,告
别内心冲突,获得对生活的全新感受,从而使内心达

到新的协调和稳定。此外,拼贴画心理疗法作为艺术

疗法还可以通过刺激患者的大脑右侧半球,处理具有

创伤性及导致心理障碍的图像,唤起患者的正性记忆

和积极情绪[16]。
3.2 拼贴画心理疗法有利于减轻青年乳腺癌患者的

焦虑、抑郁情绪 适度的焦虑、抑郁情绪是患者应对

疾病刺激的一种正常心理防御机制,但若超过一定限

度便会损害患者的身心健康,最终影响患者身体康

复,甚至导致病情进一步加重[17]。本研究结果表明,
干预后观察组焦虑、抑郁得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均P<
0.01),说明拼贴画心理疗法可以减轻青年乳腺癌患

者的焦虑、抑郁情绪,与Tripp等[18]将拼贴画艺术疗

法应用于心理创伤患者的研究结果一致。分析原因,
拼贴画心理疗法以接纳、包容和不评价的态度为患者

创造了一个自由的空间和受保护的氛围,患者通过自

由地剪切、拼贴图片,构建自己脑海中的主题,不仅能

借助作品让其叙述过去的经历、讲述现在的生活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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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来的愿望,宣泄内心焦虑、抑郁情绪,而且能修复

内心深层遭受过伤害的人格结构,从而达到自我治愈

的效果。
3.3 拼贴画心理疗法有利于提高青年乳腺癌患者的

希望水平 希望是患者主宰内心信念的重要力量,是
患者应对疾病的重要心理策略[19]。本研究结果显示,
干预后观察组希望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表明拼贴画心理疗法有利于提高青年乳腺癌患者的

希望水平。Forzoni等[10]对参与拼贴画心理疗法的癌

症患者开展半结构化访谈显示,患者认为通过拼贴制

作过程激发了内心的潜意识并释放了压抑的情感,表
达了内心对疾病的消极感受,进而重新获得新的能量

和对生活的希望,这与本研究结果一致。分析原因:
青年乳腺癌患者往往不愿意向别人透露自己的心事,
长期压抑使消极情绪累积、希望受到抑制。拼贴画心

理疗法通过创造具有治愈作用的艺术作品,采用象征

性方式将内心感受以视觉的形式体现出来,患者在制

作拼贴画的过程中自我修复内心创伤,促进积极心理

和正向情绪的建立,由消极感受向积极感受转换,唤
醒患者内心深处的生命能量,提高希望水平,有利于

重建积极的康复信念。
4 小结

 

本研究发现,拼贴画心理疗法有利于降低青年乳

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及焦虑、抑郁水平,并提升其

希望水平。实施拼贴画心理疗法对护理人员的执行

能力和沟通技巧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本研究干预仅

仅实施了12周,长期效果有待进一步评估;且样本量

较小,建议今后增加样本量,进一步验证拼贴画心理

疗法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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