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恶性肿瘤因疾病和治

疗所带来的身体和心理的伤

害给患者及家属带来极大的

困扰和痛苦。因此，肿瘤治

疗不应该只是装在瓶子里的

药，更应该是一场以心灵温

暖心灵的过程。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

医院乳腺及骨软组织肿瘤内

科团队从 2020 年创办“疗

愈之约”团体心理辅导活动

起，坚持每两周举办一期，

至今共举办了 57 期。2023

年 “疗愈之约”团体心理

辅导系列活动融入心理学技

术、医学人文关怀的理念，

通过心理咨询、心理测评与

指导、冥想催眠疗愈练习、

正念呼吸训练、同伴教育、

抗癌经验分享、写贺卡、寄

祝福等方式送温暖、传递爱，

抚平身心疲惫，促进平和、

舒适、助力患者康复。

一路走来，我们坚持

在探索中前进，在创新中发

展。2023 年我们融入了芳

香情绪调节、芳香穴位按

摩、读书分享、死亡教育、

散文朗诵、音乐疗愈等内

容，同时也在“三八妇女

节”“母亲节”等重要节日，

融入应景的节日主题活动，

给患者带来新的体验新的

感受。“疗愈之约”团体心

理辅导活动就像一扇“门”，

打开通往患者及家属的心

门之路，让医护人员能启迪

她们的内心，帮助她们疏解

压力、促进癌症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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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展示

建立心理社会照护模型

重视老年人群症状

安宁疗护与终末期问题

心理与行为干预有新方

癌症症状管理更加细化

儿童青少年人群远期影响需要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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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 作 照 护 模 型

（CoCM）以一名具有心

理 专 业 背 景 的 核 心 人 员

（例如经过专业心理培训

的肿瘤科护士）为中心，

主动进行心理社会评估，

提供基于证据的心理社会

照护，定期为患者提供专

业心理治疗，定期评估患

者报告的症状结果，并与

肿瘤团队建立闭环沟通循

环，根据需要将患者转诊

至其他支持服务（如姑息

治疗、癌症康复、精神护

理和 /或社区资源）。

一

项 随 机

对 照 研

究发现，

老 年 评 估

（GA）干预对于患

有晚期癌症的老年患

者报告症状毒性有积

极的影响。与对照组

相比，GA 干预组报告

更少 2 级以上的症状

毒性（总体：88.9% 对

比 94.8%；核心症状：

83.4% 对比91.7%）。

这表明对于晚期

癌症的老年患者，GA

干预有助于降低患者

报告的症状毒性。

在另一项针对老

年女性癌症幸存者的

随机临床试验中，太

极拳与力量训练在化

疗后的前 6 个月内显

著降低了跌倒相关的

伤害发生率。太极拳

组的跌倒率从基线的

每 100 人约 4.3 次降至

每 100 人约 2.4 次。

尽 管 早 期 姑 息

治疗对于癌症患者

带来的获益已经有

了 很 强 的 循 证 依

据， 但 在 临 床 实 践

中的实施仍面临诸

多 障 碍， 尤 其 是 在

供需之间存在的错

位问题。

因 此， 提 出 精

准姑息治疗作为一

种务实的解决方案，

需要从传统的早期

姑息治疗模式转向

更为精准的治疗方

式。 目 前， 初 步 的

研究已经开始支持

这一模式的可行性。

一 项 对 1929 例 终

末期青少年和年轻

(AYA) 癌 症 患 者 的

医疗记录审查发现，

当讨论治疗目标时，

69% 的 患 者 希 望 将

重点放在姑息治疗

上。 然 而， 仍 然

有 29% 的 患 者 在 生

命的最后一个月中

花 费 时 间 在 ICU，

32% 的患者多次到

急诊室就诊。

此 外， 当 讨 论

发生在离死亡超过

30 d 之 前 时，AYA

在 生 命 的 最 后 14 d

更不太可能接受化

疗、ICU 治 疗、 急

诊 就 诊。 这 说 明 早

期的讨论可能有助

于减少生命的最后

阶段接受过 度 治 疗

的情况。

基于智能手机问题解决

疗法和行为激活治疗改善癌

症复发恐惧的随机对照研究

发现，干预组在复发担忧量

表和癌症复发恐惧量表（差

值 ）有统计学上更大的改善。

幸存者众多，而能够提供心

理治疗的治疗师有限，新型

智能手机心理治疗为降低癌

症复发恐惧提供了一种有前

景的方法。

烟草使用治疗（TUT) 

包括询问烟草使用情况、建

议戒烟以及提供基于证据的

干预。一项四臂随机对照试

验比较了基于行为经济学策

略对癌症患者 TUT 参与的

影响，发现临床医生的干预

导致 TUT 参与度显著增加

（＞3倍），资深医师比一

般医生更有可能推动患者参

与 TUT。

有氧运动或太极拳是

否可以改善晚期肺癌患者睡

眠、身心症状以及生存率。

一项随机对照研究表明与对

照组相比，有氧运动和太极

拳显著改善睡眠质量、心理

痛苦、身体功能。

此 外， 与 对 照 组 相

比，太极拳组患者的生存

率在统计学上显著改善。

一项癌症诊断后运动和死

亡率的泛癌种分析发现，

符合指南的锻炼与不锻炼

相比，全因死亡率的风险

降低 25%，与不锻炼相比，

符合指南的锻炼与癌症死

亡率显著降低相关。

奥 氮 平 治 疗 晚 期 癌

症 患 者 化 疗 相 关 厌 食 症

的 随 机 双 盲 安 慰 剂 对 照

研 究， 奥 氮 平 组 体 重 增

加 > 5%（60% 对比 9%）

和 改 善 食 欲（43% 对比

13%) 的 患 者 比 例 更 高。

奥 氮 平 组 患 者 的 平 均 体

重 从 53.1(±8.9）kg 增

加 到 55.7(±9.0）kg， 安

慰剂组患者的平均体重从

53.6 (±9.9）kg 下 降 至

51.7 (±9.7）kg。

经历癌症手术患者的

自杀研究。一项对近 2 万

例 接 受 癌 症 手 术 的 患 者

进行的队列研究发现，与

普通人群相比，接受评估

的 10 个 癌 种（ 共 15 种

癌症）自杀率显著增高，

大约 50% 的自杀发生在

手术后的前 3 年内。男性、

离 婚 或 单 身 患 者 的 自 杀

风险最大。

儿童期患癌对于成年

后的远期影响，在一项大型

（3085例）儿童癌症成年幸

存者的队列研究中，幸存者

自我报告 10 个领域症状（心

脏、肺部、感觉、运动、恶心、

疼痛、疲劳、记忆力、焦虑

和抑郁），近 50% 成年幸存

者存在中度至高度的多症状

负担，与不同的社会人口学

和治疗因素相关。症状群负

担越高的幸存者，生活质量

与功能状态越差。

儿童和青少年癌症幸存

者患主要精神疾病（MPD）

的长期风险增加，一项大样本

研究发现与对照组（5 1210 例）

相比，癌症幸存者（5121 例）

患六种 MPD 的风险增加，排

序为自闭症谱系障碍，注意力

缺陷 / 多动障碍，双相情感障

碍，重性抑郁症、强迫症和创

伤后应激障碍。应针对心理健

康问题的早期迹象对这一高危

人群早期干预。

孕期患癌并接受抗癌治

疗对孩子认知与行为是否存

在影响？一项多中心队列研

究报告了产前接触母体癌症

及抗癌治疗的 9 岁儿童认知

功能和行为能力的评估，研

究发现孩子的平均认知水平

和行为结果均在正常范围内，

在产前接受化疗的儿童中，

未发现智商与化疗药物、暴

露水平之间存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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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心理社会肿瘤学在肿瘤临床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涌现
出越来越多相关高质量的研究。恰逢年终，本文旨在从心理社会照护模式、心理与
行为干预研究、癌症症状管理、特定人群问题等六个方面总结 2023 年心理社会肿瘤
学领域的最新进展，以期更好地指导心理社会肿瘤学的临床实践和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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