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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小组干预对癌症患者家庭照顾者生活质量及焦虑抑郁的影响。 方法　 选取海

门市人民医院肿瘤科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入院的癌症患者的主要照顾者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字

表法分为干预组（４０ 人）和对照组（４０ 人）。 对照组给予常规健康教育，干预组在常规健康教育的基础上

采用小组干预模式。 分别采用 ＷＨＯ 生存质量测定量表简表、焦虑自评量表和抑郁自评量表于患者入院

和出院时对两组癌症患者家庭照顾者的生活质量及焦虑抑郁进行调查。 结果　 干预组癌症患者照顾者

在心理领域、社会领域、总体感受的生活质量得分高于对照组 （Ｐ＜０ ０５）；干预组焦虑、抑郁得分均低于对

照组（Ｐ＜０ ０１）。 结论　 小组干预能够提高癌症患者家庭照顾者在心理领域、社会领域、总体感受的生活

质量，同时也可改善该群体的焦虑、抑郁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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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 ＷＨＯ 报道，２０１２ 年约有 １ ４００ 万新发肿瘤

病例，２０１５ 年有 ８８０ 万人死于癌症，占全球死亡人

数的 ６％，预计到 ２０３０ 年肿瘤死亡人数将超过 １ １００
万 ／年［１］。 癌症不仅给患者带来极大痛苦，其家庭

成员尤其是主要照顾者也将经历一系列的应激反

应，产生不同程度的生理、心理、行为等方面的改

变，在长时间、高负荷、高精神压力的照护工作下，
这些改变将严重影响照顾者的身心健康，继而影响

其对患者的照护［２⁃３］。 ＷＨＯ 早已将癌症患者家庭

照顾者作为生活质量研究的重点对象之一［４］，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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