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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著·

积极心理干预对头颈肿瘤术后放疗患者身体意象和情绪的影响

曹德冉1,卢文红1,王廷廷1,熊娜2,张超2,李长玉2

摘要:目的
 

改善头颈肿瘤术后放疗患者身体意象水平和情绪状况。方法
 

按照入院时间将头颈肿瘤术后放疗患者100例分为对照

组和干预组各50例。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与心理干预,干预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实施基于PERMA理论的积极心理干预,于

干预前、干预完成时和干预后1个月测评患者的身体意象、正负性情绪并进行比较。结果
 

对照组47例、干预组49例完成研究。
干预完成时及干预后1个月干预组身体意象总分及各个维度得分显著低于同期对照组(均P<0.05)。干预完成时及干预后1个

月干预组正性情绪得分显著高于同期对照组,且干预后1个月干预组负性情绪得分显著低于同期对照组(均P<0.05)。结论
 

基

于PERMA理论的积极心理干预能够改善头颈肿瘤放疗患者的身体意象水平和情绪状态,促进患者身心健康。
关键词:头颈肿瘤; 术后; 放疗; PERMA理论; 心理干预; 身体意象; 正性情绪; 负性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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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mprove
 

the
 

body
 

image
 

and
 

emotional
 

state
 

of
 

patients
 

undergoing
 

radiotherapy
 

after
 

head
 

and
 

neck
 

cancer
 

surgery.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admission
 

time,
 

100
 

patients
 

with
 

radiotherapy
 

after
 

head
 

and
 

neck
 

cancer
 

surgery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50
 

cases)
 

and
 

intervention
 

group
 

(50
 

cases).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an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while
 

the
 

intervention
 

group
 

received
 

posit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based
 

on
 

PERMA
 

theory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nursing.
The

 

patient's
 

body
 

image,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assessed
 

and
 

compared
 

before
 

the
 

intervention,
 

at
 

the
 

completion
 

of
 

the
 

intervention,
 

and
 

one
 

month
 

after
 

the
 

intervention.Results
 

A
 

total
 

of
 

47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49
 

ca-
ses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completed
 

this
 

study.The
 

total
 

score
 

and
 

each
 

dimension
 

scores
 

of
 

body
 

image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at
 

the
 

completion
 

of
 

the
 

intervention
 

and
 

one
 

month
 

after
 

the
 

intervention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ll
 

P<0.05).The
 

positive
 

emotion
 

score
 

of
 

the
 

intervention
 

group
 

at
 

the
 

completion
 

of
 

the
 

intervention
 

and
 

one
 

month
 

af-
ter

 

the
 

intervent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in
 

the
 

same
 

period,
 

and
 

the
 

negative
 

emotion
 

score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at
 

one
 

month
 

after
 

the
 

intervention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in
 

the
 

same
 

period
 

(all
 

P<0.05).Conclusion
 

Posit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based
 

on
 

PERMA
 

theory
 

can
 

improve
 

the
 

body
 

image
 

level
 

and
 

emotional
 

state
 

of
 

patients
 

undergoing
 

radiotherapy
 

after
 

head
 

and
 

neck
 

tumor
 

surgery,
 

and
 

promote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Key

 

words:
 

head
 

and
 

neck
 

tumors; postoperative; radiotherapy; PERMA
 

theory;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body
 

image;

positive
 

emotion; negative
 

emotion

作者单位:山东省耳鼻喉医院1.头颈外科2.头颈放疗科(山东
  

济南,

250022)
曹德冉:女,硕士,护师

通信作者:卢文红,luwenhong666@163.com
科研项目:2020年山东省医药卫生科技发展计划项目(202014050993)
收稿:2022 08 31;修回:2022 10 05

  手术及放疗是目前头颈肿瘤最主要的治疗措施。
头颈肿瘤术后患者颈部会留有伤口或瘢痕,言语、吞
咽、肩颈功能也可能会有损伤,这些因素使得患者的

身体意象发生巨大改变[1-2]。身体意象是指个人对自

己身体的主观感知、看法和想法[3],身体意象问题可

引发患者焦虑、恐惧等,使其负性情绪增加,影响患者

术后康复[4-5]。但目前临床上尚缺乏改善头颈肿瘤术

后患者身体意象的策略。积极心理学能帮助人们在

生活中培养积极的心理状态,带来更快乐、更有意义

和更健康的生活。Seligman[6]提出,积极情绪(P)、投
入(E)、积极的人际关系(R)、意义(M)、成就(A)是拥

有幸福人生的5个要素。本研究将积极心理学的理

念引入,对头颈肿瘤术后放疗患者实施基于PERMA
理论的积极心理干预,旨在改善患者身体意象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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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效果较好,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在我院头颈放

疗科住院的头颈肿瘤术后放疗患者为研究对象。纳

入标准:依据病理检查结果诊断为喉癌、下咽癌、甲状

腺癌、颈段食管癌等头颈部癌症,并在2个月内接受

过头颈部肿瘤手术治疗;年龄18~70岁;意识清楚且

认知功能完好,有文字识别和读写能力,能够独立完

成问卷调查;知情同意并能配合完成研究。排除并存

有其他严重疾病者。剔除研究过程中不配合调查研

究,或病情发生重大变化或其他原因不能继续参与研

究者。样本量计算采用公式 N1=N2=2[(tα/2+

tβ/2)S/δ]
2,α取双侧,β取单侧,结合预试验中干预组

和对照组身体意象得分的结果,S/δ=5.56÷4.43≈
1.26,计算 N1=N2≈33,考虑数据分析和10%~
20%样本流失,扩大样本量,最终确定总样本量为

100例。按照入院时间进行分组,2021年10月1日

至12月1日入院的患者列入对照组,2022年1月20
日至3月20日入院的患者列入干预组。干预组和对

照组各50例。其中对照组失访3例,干预组中途退

出1例,最终对照组47例、干预组49例完成研究。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见表1。本研究获得医院伦理委

员会审核批准(XYK20211002)。

表1 两
 

组
 

一
 

般
 

资
 

料
 

比
 

较

组别 例数
性别(例)
男 女

年龄

(岁,x±s)
配偶(例)

有 无

个人月收入(例)

<3000元 3000~元 ≥5000元

文化程度(例)
小学 初中 高中/中专 大专及以上

对照组 47 43 4 59.06±9.30 40 7 9 35 3 9 22 11 5
干预组 49 41 8 57.08±8.41 41 8 19 26 4 7 24 11 7
统计量    χ2=1.340 t=1.096    χ2=0.037 Z=-1.725     Z=-0.573

P    0.247 0.276     0.847 0.085     0.567

组别 例数
职业状态(例)

在职 无业 退休 病休

功能损伤(例)
有 无

手术方式(例)
部分喉切除 单纯全喉切除 全喉+胃上提/游离空肠代食管 全喉+胸大肌皮瓣修复

对照组 47 6 23 14 4 37 10 12 13 17 5
干预组 49 8 28 11 2 38 11 12 14 17 6
统计量 χ2=1.762        χ2=0.019             χ2=0.086

P 0.623        0.890             0.993

  注:功能损伤表示患者存在饮食、吞咽、发音、嗅觉等方面的损伤。

1.2 干预方法

对照组由责任护士主导实施头颈放疗科常规护理

及心理干预。患者入院后进行心理评估,住院期间关

注患者心理状态,对情绪低落患者进行心理疏导。出

院前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鼓励家属与患者多沟通,防
止患者出现严重的负性情绪;嘱患者定期复诊。对于

因放疗导致的局部皮肤异常改变,加强放射区皮肤护

理,以减轻治疗因素对患者心理造成的消极影响。护

理措施包括穿全棉柔软内衣避免摩擦,照射野用毛巾

沾温水轻轻沾洗,避免刺激,保持局部清洁干燥,防止

感染,保持照射野画线清晰,以确保放疗定位的准确

性;每次放疗后涂抹放射性皮肤保护剂,根据皮肤情况

每天涂抹3次以上。干预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实施

基于PERMA理论的积极心理干预,具体如下。
1.2.1 干预方案的构建 成立积极心理干预小组,
其中心理专家1名(负责心理干预方案的咨询与干预

指导),具有心理咨询师资格的护士即主要研究者2
名,护士长即研究及质量把控者1名,责任护士即干

预实施者3名,共同参与干预方案的实施和数据收

集。研究前查阅积极心理学和PERMA理论相关文

献,制订适合头颈肿瘤手术患者的积极心理干预方

案,并请心理专家指导修改。干预前由研究者对干预

实施者进行统一培训,重点培训干预技巧,以确保干

预方法的统一性。正式干预实施前选6例患者进行

预试验,干预效果良好。根据预试验结果和干预中所

遇到的问题再次调整并完善积极心理干预方案。见

样表1。
1.2.2 干预方案的实施 干预主要以问题访谈和作

业的形式展开,在干预中注意鼓励和引导患者表达。
心理干预实施时提前设计好需要与患者探讨的问题,
以提升干预效率。考虑到部分头颈肿瘤患者术后存

在发声困难,与该类患者进行沟通时准备电子手写

板、交流卡片、手机等交流工具,告知患者着重回忆和

思考,回答简明扼要即可。根据患者治疗时间共安排

9次干预,每次30~60
 

min。在患者入科后第2~3
天开始第1次干预,每周干预2次,每次干预后需完

成作业。鼓励患者出院后继续保持作业的习惯,如每

天睡觉前回忆当天发生的美好事情等。向患者强调

干预的目的是为了心理健康,希望患者尽可能地配合

完成。在征得患者同意的情况下,在出院后与患者保

持电话和微信联系,以备后期随访。
1.3 评价指标

1.3.1 身体意象水平 本研究采用Tsui等[7]修订

的中文版身体意象量表(Body
 

Image
 

Scale,BIS)测量

头颈肿瘤患者身体意象水平。量表包括情感(4个条

目)、认知(4个条目)和行为(2个条目)3个维度共10
个条目。采用4级评分法(0~3分),总分0~30分,
10分及以上说明患者存在身体意象问题,分数越高,
表明该患者的身体意象水平越差。本研究中该量表

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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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表1 基于PERMA理论的积极心理干预方案

主题 干预内容 作业

认识积极心理学 主动与患者沟通,了解患者的基本信息和心理状况,与患者建立信任关系;向患者介绍

积极心理学理论及积极心理学在癌症患者中的应用情况,让患者认识积极心理学的优

势,激发患者参与的兴趣。
思考问题:如何积极地认识患病这件事?

患者和家属共同完成性格

优势表格的测评

重塑积极的认知 ①了解患者对疾病和自我的认知,围绕患癌、手术、放疗的经历与患者讨论“创伤后成

长”。回忆并描述从最初诊断癌症到接受放疗此段时间经历的情感变化,使患者意识

到自己在患病后的成长。②用积极的认知替代消极认知,如虽然罹患癌症,但所患癌

的生存率较高;虽然身体外观改变,但是可以通过丝巾等装饰物来重现美感;虽然器官

缺如但四肢依然可以自由活动;虽然无法用喉发音,但是可以借助发音设备或者食管

发音重新发声等。③通过性格优势表格测评使患者认识自己的性格优势,树立对自己

的信心。④住院期间邀请恢复良好的头颈肿瘤术后患者现身说教,增加患者对自身疾

病的积极认知。
思考问题:你有哪些优点? 经历疾病后你有哪些积极改变?

写一篇自我介绍,展现自己

优势的方面

增加积极情绪(P) ①鼓励患者回忆成长过程中经历的美好事件并具体描述当时的感受。②思考在接受

手术和放疗期间经历过哪些让自己感到满足或幸福的事情。③展望未来,描述一下对

美好未来生活的期望。结合其性格优势帮助患者建立对未来生活的信心。④坚持积

极的思维方式,教会患者自我调适的方法,如学习使用合理情绪疗法和情绪转移等增

加积极情绪。
思考问题:生命中发生过哪些事情让你感觉生活美好?

每天睡前回忆、记录和感受

让自己快乐的人和事

培养感恩品质 ①与患者探讨其消极状态(形象焦虑、恐惧、抑郁等)产生的心理原因,让患者意识到过

度关注消极事件的坏处,帮助其建立积极的心理品质。②鼓励患者回顾自患病以来的

生活,思考患病期间积极的值得感恩的人和事,分析感恩的意义,让患者认识到建立感

恩习惯的必要性。事后建立感恩日志,将这些事情记录下来并与身边的人分享。
思考问题:生命中有哪些人需要你去感恩?

对需要感恩的人用感谢信

等方式表达感恩。每天睡

觉前写感恩日志,回想并记

录当天发生的让你觉得值

得感恩的人或事

投入 生 活 并 感 受“心
流”(E)

与患者讲解投入、心流的概念和意义。了解患者的兴趣爱好或者患者想努力做成的事

情,鼓励患者尝试每天至少投入做一件事情,在沉浸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如吞咽困难

患者每天专注于吞咽练习30
 

min,睡眠困难患者尝试每天在睡前沉静下来聆听音乐,
喜欢整洁的患者每天花点时间来整理自己的形象、床单位、衣柜,喜欢看书者每天花1

 

h阅读书籍。
思考问题:什么事情可以让你专注当下? 哪些活动让你感到精力充沛?

每天尝试投入一件事并感

受“心流”

培养积极关系(R) 与患者探讨社会关系,让患者思考并说出家庭成员及朋友的性格优点,让患者学会欣

赏周围的人。指导其与他人建立积极关系的方法:对在患病中给予自己支持的亲友表

达感激和爱,积极地与人沟通,互相分享经历。
思考问题:你熟悉的亲友有哪些优势? 在治疗期间谁带给你最多的快乐和支持?

与朋友亲人保持联系,慰问

亲友。试着结识新病友,花
时间与病友在一起分享患

癌和抗癌的经历

思考人生意义和目标

(M)
与患者探讨人生意义,通过让患者思考明确自己想要实现的人生意义,并列出愿望清

单。结合患者的自身优势帮助患者选择合理的人生目标。并思考为实现人生的目标

该付出什么样的努力。根据病情明确目前阶段需要完成的目标,如独立完成自理活

动、学会食管发音、每日练习吞咽半小时、每日走路≥5
 

000步等;再完成大的目标,如
恢复正常生活、回归事业等。
思考问题:有什么事情对你来说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 这个世界上你最看重什么?

根据人生目标和当前的小

目标制订行动计划

追求成就感(A) 患者回顾过去具有成就感的事件。鼓励患者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来实现让自己满足的

事情。每天整理让自己感觉有成就感的事情,无论大小。每实现一个事先设定的小目

标时将事情记录下来,不断增加其成就感体验。
思考问题:你经历过哪些让你有成就感的事情? 做哪些事情可以增加你的成就感?

每天整理记录当天发生的

具有成就感的事情

探讨收获,设计维持

方法

与患者讨论治疗的收获,探讨维持积极习惯的策略,鼓励患者在出院后继续保持干预

期间作业的习惯。
思考问题:经历积极心理干预你的收获有哪些? 你打算如何将有益的习惯保持下去?

总结收获,保持积极的习惯

1.3.2 情绪 采用正负性情绪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PANAS)[8]评估患者的正性和

负性情绪状态。该量表包括正性情绪、负性情绪2个

分量表,各10个条目,分别用来测量患者的正性和负

性情绪。采用5级评分法(1~5分),分量表的总分

均为10~50分。分值越高表明该种情绪的表达越强

烈。正性情绪得分越高情绪越积极、精力越旺盛,反
之越淡漠。负性情绪得分越高情绪越消极、越痛苦,
反之越镇定。本研究中,正性情绪、负性情绪分量表

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3和0.93。
1.4 资料收集方法 由经过统一培训的护士分别在

干预实施前、实施结束后、干预结束后1个月对患者

·21· Journal
 

of
 

Nursing
 

Science Jan.
 

2023 Vol.38 No.1



进行资料收集。住院期间采用现场发放问卷的方式

进行,由患者填写完成后立即检查,确保无误后回收;
出院后采用电话沟通和微信发送问卷星的方式收集

资料。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5.0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行χ2 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和重复测量方差分

析。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两组干预前后身体意象得分比较 见表2。
2.2 两组干预前后正负性情绪得分比较 见表3。

表2 两组干预前后身体意象得分比较 分,x±s

组别 例数
情感

干预前 干预完成时 干预后1个月

行为

干预前 干预完成时 干预后1个月

对照组 47 5.96±2.16 5.36±1.69 5.11±1.73 2.98±0.87 3.06±1.05 3.04±1.02
干预组 49 5.49±1.85 3.65±1.69 2.86±1.11 2.98±1.14 1.87±0.75 1.94±0.75

t -0.818 -3.089 -4.302 0.298 -3.633 -3.106
P 0.415 0.003 <0.001 0.766 <0.001 0.003

组别 例数
认知

干预前 干预完成时 干预后1个月

总分

干预前 干预完成时 干预后1个月

对照组 47 5.40±1.39 4.91±1.49 4.94±1.77 14.34±3.61 13.34±3.27 13.09±3.91
干预组 49 5.57±1.95 3.59±1.29 3.47±1.26 14.04±4.34 9.12±3.18 8.27±2.72

t 0.307 -2.421 -2.576 -0.315 -3.536 -3.916
P 0.759 0.017 0.012 0.754 0.001 <0.001

  注:两组情感得分比较,F组间 =25.835,F时间 =52.414,F交互 =13.697,均 P<0.05;两组行为得分比较,F组间 =26.759,

F时间=14.446,F交互=19.136,均P<0.05;两组认知得分比较,F组间=10.998,F时间=46.446,F交互=17.945,均P<0.05;两组

总分比较,F组间=26.005,F时间=63.317,F交互=26.708,均P<0.05。

表3 两组干预前后正负性情绪得分比较 分,x±s

组别 例数
正性情绪

干预前 干预完成时 干预后1个月

负性情绪

干预前 干预完成时 干预后1个月

对照组 47 30.36±3.24 31.94±3.53 32.70±6.80 27.00±7.36 24.91±5.94 23.66±6.70
干预组 49 30.39±3.38 35.76±7.94 36.90±9.65 26.84±8.05 23.14±8.70 19.63±8.55

t 0.039 3.023 2.453 -0.104 -1.160 2.553
P 0.969 0.003 0.016 0.918 0.249 0.012

  注:两组正性情绪得分比较,F组间 =6.499,F时间 =26.086,F交互 =6.398,均 P<0.05。两组负性情绪得分比较,F组间 =
2.528,P>0.05;F时间=21.309,P<0.05;F交互=2.879,P>0.05。

 

3 讨论

3.1 积极心理干预可改善头颈肿瘤术后患者身体意

象水平 头颈肿瘤术后患者身体的外露部分会出现皮

肤缺损、瘢痕和生理功能改变,且术后放疗会对皮肤造

成损伤,如局部皮肤变黑、脱皮、溃疡甚至放射性坏死

等[9]。外貌和身体机能的改变难免会对患者的心理造

成消极影响。本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干预前头颈肿瘤

患者术后的身体意象水平较差,对于头颈肿瘤术后放

疗患者,除必须的常规护理措施外,还需实施有效的心

理干预帮助患者提升身体意象水平,改善患者情绪状

态。积极心理学的相关研究表明,积极的心理与许多

有益的结果相关,包括更好的人际关系,更多的创造

力,更好的工作质量,更可能的亲社会行为和更好的身

体健康,甚至降低慢性疾病患者病死率[10]。本研究以

PERMA幸福理论为框架设计针对头颈肿瘤术后放疗

患者的积极心理干预方案,从强化积极认知、改善情绪

状态、增加积极体验、建立积极的人际关系和增强生命

意义感等方面来展开积极心理干预,发掘患者的心理

优势以促进患者心理健康。研究结果显示,干预完成

时和干预后1个月干预组身体意象总分及情感、行为、
认知维度得分显著低于对照组,两组比较,组间效应、
时间效应及交互效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
0.05)。由此可见,基于PERMA理论的积极心理干预

能有效提升患者身体意象水平。究其原因,首先积极

的认知能够促进患者正性自我概念形成[11],有利于个

体身心健康。重塑积极认知干预中,首先通过沟通了

解了患者对于疾病和自我身体意象认知中的消极部

分,通过引导积极思考、换角度看问题、正性形象榜样

减少患者对于自身的消极感知和想法,帮助患者树立

积极的自我概念。其次,积极的思维可以促进个体采

用积极的应对方式[12],能使其对外界环境更具有适应

性[13],在增加积极情绪的干预中指导患者进行自我调

适,鼓励其以积极的思维方式看待事物,使患者能够乐

观地面对头颈部外貌及功能改变。再者,积极关系的

建立将患者的注意力从自身利益转移到关注周围的

人,而降低了对个人身体的关注度。另外,通过对人生

意义的思考,患者对生命有了更深的认识,有了更高的

追求,不再仅仅局限于眼前的得失。积极的应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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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身体意象有积极的作用[14],目标的设定让患者每天

有所追求,患者在达成目标的过程中获得成就感,个人

价值感提升,有助于减轻患者因为身体意象问题而产

生的自卑感。最终,在积极心理的作用下患者的身体

意象水平改善。
3.2 积极心理干预可改善头颈肿瘤术后患者情绪状

态 本次研究发现,干预完成时和干预后1个月干预

组正性情绪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与对照组比较,组
间主效应、时间效应及交互效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均P<0.05)。干预后1个月干预组负性情绪水平

显著降低(P<0.05)。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15-16]相

似。首先,通过对积极经历的回忆、记录和感受,直接

增加了患者的积极情绪体验,作业习惯的保持使得积

极情绪体验得以维持。其次,感恩干预能够增加积极

情绪[17],通过培养感恩的品质让患者懂得感恩,患者

表达感恩的过程中会减少自己与他人的比较和对患

者自身缺陷的在意程度,同时在表达感恩时,患者的

负性情绪也会减少。感恩意味着患者认识到他人的

价值,会发自内心地善待他人,同时便会收到同样的

回馈,由此,患者的快乐情绪便会增加。再者,投入状

态的最大化能够降低失望水平[11],投入练习增加了

“心流”(为一种将个体注意力完全投注在某活动上的

感觉;心流产生时同时会有高度的兴奋及充实感[18])
的体验。一个人在投入做某件事的时候精力高度集

中,忘记时间,正是这样的一种状态让患者暂时忘记

了疾病的痛苦,有效消除了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
也因为专注,患者更容易在这一过程中高效地完成一

件事,而投入后的成就感会进一步让患者感到快乐。
另外,研究表明,亲密的人对个人的快乐有重要影响,
并减少负性情绪和抑郁症状[17],积极关系的建立让

患者收获了关怀和支持,体验了亲情、友情带来的快

乐。最后,对成就感的追求增加了患者快乐的来源。
可见,基于PERMA理论的积极心理干预对于改善患

者情绪具有重要意义。两组负性情绪比较,组间效应

及交互效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说明干

预措施对负性情绪的作用不大,但负性情绪会随着干

预时间的延长而有所缓解。
  

综上所述,基于PERMA理论的积极心理干预的

实施能够有效帮助头颈肿瘤术后放疗患者改善身体

意象水平和情绪状态,促进患者心理健康。本研究仅

选择头颈肿瘤手术后4~6周并进行放疗的患者,未
放疗患者没有纳入研究,对象的选择存在一定局限。
未来还需扩大研究对象的范围,使研究成果惠及更多

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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