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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癌患者的心理問題及干預
文／宋麗華教授

概況

乳癌是女性最常見的惡性腫瘤，大

城市女性風險最高，與城市生活節奏

快、工作強度大、生活方式和飲食結

構不合理及環境污染等諸多因素有

關。中國乳癌發病率呈明顯上升趨

勢，且發病人群越來越年輕化，甚至

30歲以下乳癌患者在逐漸增多。

乳癌作為一個心身疾病，其心理社

會因素在疾病的發生、發展中起重要

的作用。乳癌的確診又帶來一系列新

的壓力。無論是幫助病人瞭解診斷前

已經存在的精神心理因素並努力改

變，還是幫助病人緩解診斷後的心理

壓力，對患者的康復或癒後都是至關

重要的。

發生發展的原因

腫瘤的發生是一個多因素、多步

驟、長期發展的慢性過程，是內在因

素（個性特徵、生活方式、飲食結構、

遺傳易感性等）和外在因素（家庭關

係、社會關係及社會物質環境）共同

作用的結果，不同器官組織來源的腫

瘤發病因素又各有其特殊性。

乳癌發生、發展的精神心理因素如

下：

❶ 競爭壓力大，改變了自然的生活

方式，如晚上加班、吃宵夜和熬

夜等。研究發現，受教育程度高、

工作壓力大、情緒易波動的白領

女性的發病率正日趨增高。比如

深圳作為一座移民城市，許多內

地優秀的女大學生選擇到深圳，

在競爭壓力中創業和打拼，30歲
左右的女性患乳癌的機率比國內

其他大城市要高，這被上海中醫

藥大學教授、著名中醫腫瘤專家

何裕民稱作「深圳 30歲現象」。

❷ 情緒不穩定、愛生氣，不良情緒

不能及時宣洩，長期在體內積壓，

也是乳癌女性生病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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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認為怒傷肝、肝氣鬱結、兩

肋脹痛，乳房和肝經有著密不可

分的關係。當女性總是處於怨、

恨、惱、怒、煩等不良情緒狀態，

就會抑制卵巢的排卵功能，出現

孕酮減少，使雌激素相對增高，

導致乳腺增生，從而引發乳癌。

❸ 個性過強和追求完美，是乳癌女

性主要的個性特徵。患乳癌的女

性往往是家庭中最聰明、最有智

慧的人，對自己要求過高，對家

人也有過高要求，容易以愛的名

義掌管丈夫及兒女所有的事。因

為越位必然帶來相互的對抗情緒

而不和諧，結果，最受傷害的是

自己。

❹ 負性生活事件、家庭關係不穩定

及缺乏社會支援是乳癌發生的催

化劑。在乳癌患者中，因丈夫缺

位（包括離異、丈夫去世或丈夫

什麼事也不管）獨自承擔家庭經

濟負擔和孩子教育的情況遠遠高

於一般人群。因家庭結構缺失，

或長期不良的家庭溝通模式，均

會導致家庭成員處於缺少愛的環

境，家庭矛盾叢生，長期無法解

決，負面情緒不斷積聚，可能導

致癌症的發生。

診療及康復過程中的心理壓力

乳癌患者在診治過程中，不但具有

一般惡性腫瘤的心理負擔，而且因為

作為女性性徵乳房的喪失而造成女性

的巨大心理衝擊，有時更甚於癌症本

身。這些影響貫穿在疾病的診斷、治

療、康復及隨訪的全過程，並且對於

患者的婚姻、家庭、工作及社會角色

造成一系列的後果，同時也對患者家

庭成員的心理造成影響。正如「一石

激起千層浪」，如果長期處於心理和

生活動盪不安狀態，必將影響癒後。

具體表現在：

❶ 癌症診斷時，認為是絕症，對癌

症的恐懼和對治療的擔心，帶來

一系列心理應激反應。表現為日

常生活的正常秩序被打亂，情緒

低落，舉止失措，食欲下降，睡

眠障礙，體重減輕等。家人之間

相互擔心，都處在焦慮中，相互

加重焦慮。

❷ 治療過程中的併發症或不良反

應、經濟壓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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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 康復期在家庭中的重新定位和角

色轉換、身體的殘缺影響自尊、

心理社會適應問題、關注身體變

化、擔心疾病會隨時復發及內分 
泌治療所致性冷淡等，均會影響

家庭生活及婚姻品質。

心理干預

乳癌心理干預，旨在為患者提供情

感支持，幫助患者解決問題，以便她

們能較好地經歷診斷、治療及康復的

過程，更好地應對疾病。常用的有三

種心理干預類型，包括心理教育干

預、團體心理治療和個體心理治療。

另外，社會支持，即社會、家庭、醫

生及患者間的支持鼓勵，對患者的心

理康復也是非常重要的。

❶ 心理教育干預：目的是說明患者

和家屬能理解和接受這個疾病，

並且成功地面對它。患者越瞭解

她的疾病與自身狀況，就可以生

活得越好。總的來說，心理教育

要實現幾個目標，如有關疾病的

資訊傳遞，患者情感釋放，促進

醫患交流合作和幫助患者自助

等。

❷ 團體心理治療：團體心理治療或

團體治療，是指一個或多個治療

師治療一個小團體的患者。可以

採用任何形式的心理治療，包括

認知行為治療、人際關係治療和

心理動力團體治療。它以一種特

殊的方式與其他患者取得聯繫，

並從相似經歷的患者身上相互學

習，為癌症患者提供社會支援。

並且團體中的凝聚力也是一種強

大的治療力量。包括認識癌症、

抗癌明星座談、冥想放鬆訓練、

氣功與康復知識討論等。

❸ 個體心理治療：即一對一的個體

輔導。癌症的診斷及治療過程中

的一系列問題，都會影響患者對

心
理
照
護

心



www.sangha.tw 31

生活的希望和信心，也挑戰著患

者對自我和世界的信念。如果應

對失敗，會陷入一個無助、負面

的惡性循環。而有效的心理治療，

可以打破這個迴圈。並且一對一

的個體輔導，可以更詳細及具體

地對患者進行認知和行為指導，

可以突出重點，並保護患者的隱

私。

❹ 社會支持治療：包括兩個方面。

一方面指客觀、實際的支持，即

物質上的可見的幫助和社會關係

所賦予的直接援助；另一方面是

主觀、體驗的支持，即精神上的

支持。具體措施包括提供乳癌病

友座談、健康專題講座等專業支

持，家庭成員共同參與的患者康

復諮詢，以及從乳癌患者中招募

康復互助志願者，在經過專業培

訓後對新患者提供心理疏導。

綜上所述，乳癌患者患病前普遍存

在不良性格或負面情緒的狀況，發病

後至治療、康復的漫長過程中，也存

在抑鬱、焦慮和恐懼等心理痛苦表

現，心理狀況是複雜多變的。所以，

一方面要加強對乳癌患者的健康教

育，定期或不定期對患者進行各種形

式的心理輔導或心理干預。另一方

面，需要配偶的積極參與，學習和加

強夫妻間的有效溝通，進行有效的家

庭支持。同時，還需要社會志願者等

全社會的支持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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