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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乳腺癌患者的人格倾向以及确诊前的情绪适应和心境特点。方法　确诊前以艾森克人格问卷 (EPQ )、癌

症病人情绪适应问卷 (M A C) , 简明心境问卷 (BPOM S )测查乳腺病就诊者的人格、情绪适应以及心境状况, 将其中 42 名乳

腺癌患者与 60 名乳腺良性疾病患者比较。结果　乳腺癌患者的外向人格分数明显高于乳腺良性疾病患者 (P < 0. 01) ; 乳

腺癌患者的宿命情绪适应分数明显高于乳腺良性疾病患者 (P < 0. 01)。结论　乳腺癌患者具有外向人格特点, 确诊前具有

高宿命情绪适应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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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haracterist ics of breast cancer patien ts in personality and m ental adjustm ent and mood

befo re diagno sis. M ethods　Fo rty tw o breast cancer patien ts and six ty ben ign breast disease patien ts w ere exam ed by the

Eysenck Personality Q uestionnaire (EPQ ) fo r their personality, by the M ental A djustm ent to Cancer Scale (M A C ) fo r

their m ental adjustm ent reaction and by the B rief P rofile of M ood States (BPOM S) fo r their mood sta tes befo re the diag-

no sis. Results　 T test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breast cancer patien ts’ Ex troversion sco re w as sign ifican t h iger than that

of ben ign breast desease patien ts (P < 0. 01) and their Fata list ic sco re w as sign ifican t h igher than that of the ben ign breast

disease patien ts (P < 0. 01) also. Conclusion　B reast cancer patien ts w ere characterist ic in Extroversion in personality and

Fatalist ic in m ental adjustm ent befo re diagno 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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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癌症患者的心理行为问题越来越被人们所关注, Cop2
pen 与 Eysenck 等发现乳腺癌和肺癌等癌症患者具有外向

人格特点[1, 2 ]。但 Schap iro 以艾森克人格问卷 (EPQ ) 对

1031 名就诊者进行测查, 追踪观察 20 年, 对其中 113 名混

合癌症患者的人格进行分析, 却没有发现癌症患者具有外

向或其它人格特点[3 ]。可见对人格与癌症关系的研究结果

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疾病的类型或者混合病种被试中不同

类型癌症患者的比例, 推测人格可能与癌症的种类有关。情

绪是癌症患者心理行为研究的另外一个焦点, 众多研究证

明癌症患者存在更多的情绪问题。癌症患者的情绪扰乱水

平与患者的情绪适应反应有关[4 ] , 而且癌症患者的情绪适

应还被证明与疾病的预后有相当的关系 [5 ]。将癌症患者与

发病部位和症状相似的良性疾病患者进行比较, 以探讨癌

症患者的心理行为特点是一种运用广泛的研究方法。本研

究采用问卷调查法, 将乳腺癌患者与乳腺良性疾病患者进

行比较, 探讨乳腺癌患者的人格倾向以及确诊前的情绪适

应和心境特点, # 临床治疗中为乳腺癌患者提供相应的心

理行为对策提供理论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1. 1　对象　为 2001 年 9 月～ 2002 年 5 月在四川省人民医

院乳腺科就诊的后经病理检查确诊为乳腺癌或乳腺良性疾

病的妇女 102 名。乳腺癌组: 42 名, 年龄 29 岁～ 83 岁, 平均

51. 31 岁; I期乳腺癌患者 10 名, II 期乳腺癌患者 29 名, III

期乳腺癌患者 3 名。乳腺良性疾病组: 60 名, 年龄 23 岁～

58 岁, 平均 35. 93 岁; 乳腺小叶增生患者 35 名, 纤维瘤患

者 14 名, 腺瘤患者 11 名。

1. 2　方法　被试就诊时, 常规专科体检后病理检查前, 填

写艾森克人格问卷 (EPQ ) : 测查患者精神质、内外向、神经

质、掩饰 4 项人格指标[6 ]; 填写肿瘤病人情绪适应问卷

(M A C) : 测查患者搏斗、失望、焦虑、宿命、逃避 5 项情绪适

应指标[7 ]; 填写简明心境问卷 (BPOM S) : 测查患者紧张—

焦虑、愤怒—敌意、精力—活力、抑郁—沮丧、疲乏—无力、

迷惑—混乱 6 项心境指标和 1 项情绪扰乱总分指标 [8 ]。采

用 SPSS 统计软件, 以 t 检验分析乳腺癌与乳腺良性疾病患

者确诊前人格、情绪适应和心境指标的差异。

2　结　果

2. 1　乳腺癌与乳腺良性疾病患者人格差异　乳腺癌与乳

腺良性疾病患者人格分数比较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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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乳腺癌与乳腺良性疾病患者人格分数比较 (xθ±s)

人　格 乳腺癌 (n= 42) 乳腺良性疾病 (n= 60) t

精神质 51. 07±10. 31 47. 80±9. 31 1. 671

内外向 50. 74±9. 67 45. 42±9. 20 2. 8153 3

神经质 51. 19±9. 69 54. 90±10. 58 21. 803

掩　饰 53. 90±10. 24 53. 70±10. 20 0. 100

　注: 3 3 P < 0. 01

　　表 1 结果显示: 乳腺癌患者内外向分数显著高于乳腺

良性疾病患者 (P < 0. 01) , 说明乳腺癌患者较乳腺良性疾

病患者更外向。

2. 2　确诊前乳腺癌与乳腺良性疾病患者情绪适应分数比

较　确诊前乳腺癌与乳腺良性疾病患者情绪适应分数比较

　见表 2。

　表 2　确诊前乳腺癌与乳腺良性疾病患者情绪适应分数

比较 (xθ±s)

情绪适应 乳腺癌 (n= 42) 乳腺良性疾病 (n= 60) t

搏　斗 49. 14±7. 28 46. 48±6. 68 1. 907

失　望 12. 64±4. 40 11. 25±2. 98 1. 784

焦　虑 25. 81±4. 61 24. 47±4. 79 1. 416

宿　命 20. 74±4. 87 17. 53±4. 39 3. 4673 3

逃　避 3. 00±0. 88 2. 70±0. 93 1. 641

　注: 3 3 P < 0. 01

　表 3　确诊前乳腺癌与乳腺良性疾病患者心境分数比较

(xθ±s)

心　境 乳腺癌 (n= 42) 良性乳腺疾病 (n= 60) t

紧张—焦虑 4. 76±4. 37 5. 05±4. 00 20. 339

愤怒—敌意 4. 62±4. 04 5. 30±4. 38 20. 797

精力—活力 6. 69±3. 95 6. 37±3. 57 0. 432

抑郁—沮丧 3. 83±3. 62 3. 88±3. 80 20. 067

疲乏—无力 5. 14±4. 61 4. 80±4. 19 0. 383

迷惑—混乱 1. 90±3. 63 1. 95±3. 24 20. 066

情绪扰乱总分 13. 57±19. 31 14. 75±17. 79 20. 316

　　从表 2 结果可以看出, 确诊前乳腺癌患者宿命情绪适

应分数明显高于乳腺良性疾病患者, 说明乳腺癌患者更倾

向于以宿命情绪适应来面对癌症的诊断。

2. 3　确诊前乳腺癌与乳腺良性疾病患者心境分数比较　

确诊前乳腺癌与乳腺良性疾病患者心境分数比较　见表

3。

　　表 3 分析结果未发现乳腺癌与乳腺良性疾病患者确诊

前心境分数有明显差异。

3　讨　论

　　本研究以艾森克人格问卷 (E PQ ) 对 42 名乳腺癌患者

的人格进行了调查, 与 60 名乳腺良性疾病患者比较, 发现

乳腺癌患者的内外向分数明显高于乳腺良性疾病患者, 该

结果与Copp cn 的研究发现一致[1 ] , 进一步证明了乳腺癌患

者具有外向的人格特点。通过将乳腺癌患者与乳腺良性疾

病患者确诊前情绪适应进行比较, 发现乳腺癌患者比乳腺

良性疾病患者宿命倾向更明显, 说明尽管两类患者有着相

同的发病部位和相似的症状表现, 并且同样等待病理检查

结果来证实自己是否患癌, 但面对“患癌”威胁, 乳腺癌患者

表现出更“宿命”的特点, 也就是更倾向于被动接受现实, 听

天由命。本研究未发现乳腺癌患者与乳腺良性疾病患者的

心境表现有明显差别。有研究发现, 癌症患者的情绪表现除

了受应付方式的影响外, 还与患者的年龄、生活状况、社会

支持状况等多种因素有关[9 ], 可以说患者的情绪表现是环

境刺激、人格、应付方式、社会生活状况、年龄等多个心理社

会因素综合决定的结果。从本研究结果可以看出, 乳腺癌患

者具有外向人格特点, 面对“患癌”威胁, 具有高宿命情绪适

应特点, 在临床治疗中, 应根据患者的特点为乳腺癌患者提

供相应的支持或心理行为干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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