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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探讨疾病感知在青年乳腺癌患者心理资本和疾病接受度间的中介作用。方法　便利抽样法选取 郑 州 市 某 三

级甲等医院住院的２１４例青年乳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中文版疾病接受度量表、简化版疾病感知问卷、积极心理资本问卷

等对其进行调查，构建并检验 中 介 模 型。结 果　青 年 乳 腺 癌 患 者 的 心 理 资 本、疾 病 感 知、疾 病 接 受 度 得 分 分 别 为（１１８．１１±

１７．４６）分、（４３．２５±８．３９）分、（２１．２５±５．７９）分。心理资本与疾病接受度呈正相关、与疾病感知呈负相关，疾病感知与疾病接受

度呈负相关（均Ｐ＜０．０１）。疾病感知在心理资本与疾病接受度间起部分中介作用（β＝０．２７４），中介效应占比４５．０％。结论　
心理资本可通过疾病感知影响青年乳腺癌患者的疾 病 接 受 度。护 理 人 员 应 采 取 积 极 措 施 增 强 患 者 的 心 理 资 本，降 低 其 消 极

的疾病感知，以提高疾病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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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乳腺癌发病率居女 性 恶 性 肿 瘤 首 位，且 年

轻化趋势明显［１］。青年正处于事业和家庭发展等关

键阶段，乳腺癌诊断及治疗严 重 影 响 患 者 的 生 活 轨

迹，导致其疾 病 接 受 度 较 低［２］。疾 病 接 受 指 患 者 接

·６６· 军事护理　２０２５年４月，４２（４）



受患病现实及其所致生活改 变，并 采 取 积 极 行 动 继

续生活，对 提 高 其 治 疗 依 从 性 和 生 活 质 量 至 关 重

要［３］。心理资本 对 改 善 患 者 心 理 健 康、促 进 其 接 受

疾病有积极影响［４］。疾病感知指个体利用已有知识

经验对当前 疾 病 的 认 知 评 价［５］。既 往 研 究［６］指 出，
心理资本与疾病感知明显相 关，心 理 资 源 丰 富 的 患

者对疾病有更 积 极 的 感 知。另 有 研 究［７］显 示，积 极

的疾病感知能增强患者的治 疗 信 心，提 升 其 疾 病 接

受度。本研究旨在探讨疾病感知在心理资本与疾病

接受度间的内在联系，以期为临床干预提供参考。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２２年８月至２０２３年６月，便利抽

样法选取郑州市某三级甲等医院乳腺外科收治的青

年乳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经病理检查明

确诊断为 乳 腺 癌；年 龄１８～４４岁；知 晓 自 身 疾 病 诊

断；识字且能正常沟通交流；自愿参与研究并签署知

情同意书。排除标准：有严重心、肝功能障碍或其他

恶性肿瘤疾病；既往患有精神疾病或存在严重认知障

碍者。基于横断面研究的样本量估算原则［８］，样本量

为自变量的５～１０倍。本研究包含１５项自变量，考

虑２０％的 无 效 问 卷，经 计 算１５×（５～１０）／（１－
２０％）＝９４～１８８；并考虑中介模型构建的需 要［９］，样

本量至少为２００例以上。本研究已通过某大学生命

科学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批（ＺＺＵＩＲＢ２０２３－０９４）。最终

本研究纳入２１４例青年乳腺癌患者，均为女性，平均

（３７．５７±６．２０）岁；其中未婚１９例（８．９％）、已婚１８７例

（８７．４％）、离异／丧偶８例（３．７％）。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研究工具

１．２．１．１　一般资料调查表　自行编制，包括年龄、受

教育程度、婚 姻 状 况、子 女 数 量、居 住 环 境、工 作 状

况、家庭人均月收入、医疗费用支付方式、病程、疾病

分期、是否转移、手术方式、是否化疗等。

１．２．１．２　疾 病 接 受 度 量 表（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ｉｌｌｎｅｓｓ
ｓｃａｌｅ，ＡＩＳ）　由Ｆｅｌｔｏｎ等［１０］于１９８４年编制，包括４
个维度即疾 病 造 成 的 限 制（２个 条 目）、自 给 自 足 能

力的降低或缺失（２个条目）、依赖他人的感觉（２个

条目）、自 尊 降 低（２个 条 目），共８个 条 目。采 用

Ｌｉｋｅｒｔ　５级评分 法，从“非 常 同 意”到“非 常 不 同 意”
依次计１～５分。总 分８～４０分，得 分 越 高，表 示 患

者的疾 病 接 受 度 越 高。本 研 究 中 该 量 表 的 Ｃｒｏｎ－
ｂａｃｈ’ｓα系数为０．８５。

１．２．１．３　积极心理资本问卷（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ＰＰＣＱ）　由张阔等［１１］于２０１０
年编制，包括４个维度即自我效能（７个条目）、韧性

（７个条目）、希 望（６个 条 目）和 乐 观（６个 条 目），共

２６个条目。采 用Ｌｉｋｅｒｔ　７级 评 分 法，从“完 全 不 符

合”到“完全 符 合”依 次 计１～７分。条 目８、１０、１２、

１４、２５为反 向 计 分，总 分２６～１８２分，得 分 越 高，表

示患者 的 心 理 资 本 水 平 越 高。本 研 究 中 该 量 表 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为０．９１。

１．２．１．４　简化版疾病感知问卷（ｔｈｅ　ｂｒｉｅｆ　ｉｌｌｎｅｓｓ　ｐｅｒ－
ｃｅｐｔｉｏ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ＢＩＰＱ）　由Ｂｒｏａｄｂｅｎｔ等［１２］

于２００６年编制，包括３个维度即认知（５个条目）、情
绪（２个条目）、理解能力（１个条目）以及１个开放性

条目（病因）。采用Ｌｉｋｅｒｔ　１１级评分法，条目１到８
按选项从低到高依次计０～１０分。条目３、４、７为反

向计分，总分０～８０分，得 分 越 高，表 明 患 者 的 疾 病

感知越消 极。本 研 究 中 该 量 表 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

数为０．７３。

１．２．２　资料收集方法　由经过统一培训的１名乳腺

外科护士和２名研究生面对面发放问卷。调查开始

前，采用统一指导语向患者介绍研究目的和内容，获
得知情同意后指导患者自行填写问卷。问卷填写在

病房或示教室进行，时间为１５～２０ｍｉｎ，问卷当场核

对后回收。本研究共发放问卷２３０份，剔除１６份问

卷（漏 填 率＞１０％、规 律 填 写），回 收 有 效 问 卷２１４
份，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９３．０４％。

１．２．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　２６．０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使用�ｘ±ｓ描

述，计数资料采用频 数 和 构 成 比 描 述。采 用 单 因 素

方差分析或独立样本ｔ检验比较不同特征患者疾病

接受度的差异。采用 Ｈａｒｍａｎ单因素法进行共同方

法偏差检验。采用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分析探索变量间

的相关关系。采用Ｐｒｏｃｅｓｓ　３．３中的ｍｏｄｅｌ　４分析中

介模型，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检验中介效应（抽样５０００次）。
以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青年乳 腺 癌 患 者 疾 病 接 受 度 的 单 因 素 分 析　
不同婚姻状况、子女 数 量、居 住 环 境、家 庭 人 均 月 收

入、医疗费用支付方式、工作状况、疾病分期、是否转

移青年乳腺癌患者的疾病接 受 度 得 分 比 较，差 异 均

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详见表１（仅呈现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的项目）。

２．２　共同方 法 偏 差 检 验　采 用 Ｈａｒｍａｎ单 因 素 检

验对所有参与假设检验的量表条目进行未旋转的探

索性因子分析，析出１０个 特 征 根 大 于１的 公 因 子，
第１个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３０．１３％（＜４０％），因
此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２．３　青年乳腺癌患者心理资本、疾病感知与疾病接

受度的得分情况　青年乳腺癌患者的疾病接受度得

分为（２１．２５±５．７９）分，１２０例（５６．１％）患者疾病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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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处 于 中 等 水 平，８３例（３８．８％）为 低 水 平，１１例

（５．１％）为高水平；心理资本得分为（１１８．１１±１７．４６）
分；疾病感知得分为（４３．２５±８．３９）分。

表１　不同特征青年乳腺癌患者的疾病接受度得分比较（ｎ＝２１４）

变量 例数（％）
得分

（分，�ｘ±ｓ）
ｔ或Ｆ　 Ｐ

婚姻状况 ４．０７６ａ ０．０１８

　未婚 １９（８．９） １７．６８±７．５８

　已婚 １８７（８７．４） ２１．６０±５．５５

　离异／丧偶 ８（３．７） ２１．６３±３．９６
子女数量（个） ４．３２９ａ ０．００８

　０　 ２５（１１．７） １９．１６±８．４０

　１　 ５２（２４．３） ２３．６５±５．５４

　２　 １０８（５０．５） ２０．８１±５．２０

　≥３　 ２９（１３．５） ２０．３８±４．３７
居住环境 ４．５２８ｂ ＜０．００１

　城市 ８５（３９．７） ２３．３６±６．０３

　农村 １２９（６０．３） １９．８６±５．１９
家庭人均月收入（元） １４．５３９ａ ＜０．００１

　＜１０００　 １８（８．４） １６．１７±３．８７

　１０００～２９９９　 ５９（２７．６） １９．３７±５．１４

　３０００～４９９９　 ９４（４３．９） ２１．８１±５．３９

　≥５０００　 ４３（２０．１） ２４．７４±５．８２
医疗费用支付方式 １０．４３８ａ ＜０．００１

　城乡医疗保险 １５７（７３．４） ２０．２２±５．５９

　职工医疗保险 ５１（２３．８） ２３．９６±５．１４

　自费 ６（２．８） ２５．３３±７．７９
工作状况 －３．１０４ｂ　 ０．００２

　不在职 １２６（５８．９） ２０．２５±５．２９

　在职 ８８（４１．１） ２２．６９±６．１９
疾病分期 ４．９３９ａ ０．００２

　Ⅰ期 ７（３．３） ２４．１４±６．７４

　Ⅱ期 １３２（６１．７） ２２．１２±５．７４

　Ⅲ期 ６５（３０．３） １９．８３±５．５６

　Ⅳ期 １０（４．７） １７．００±３．２７
是否转移 ２．５２６ｂ　 ０．０１２

　否 １３５（６３．１） ２２．０１±５．４９

　是 ７９（３６．９） １９．９６±６．０９

ａ：Ｆ 值；ｂ：ｔ值

２．４　青年乳腺癌患者心理资本、疾病感知与疾病接

受度的相关性分析　青年乳腺癌患者心理资本与疾

病接受度呈正相关（ｒ＝０.６９６，Ｐ＜０．０１），疾病感知与

疾病接受度呈负相关（ｒ＝－０.７１４，Ｐ＜０．０１），心理资

本与疾病感知呈负相关（ｒ＝－０.６５２，Ｐ＜０．０１）。

２．５　青年乳 腺 癌 患 者 疾 病 感 知 在 心 理 资 本 和 疾 病

接受度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将连续变量标准化处理

后，以心理资本为自 变 量，疾 病 感 知 为 中 介 变 量，疾

病接受度为因变量，将单因素 分 析 中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的变量为控制变量，采用Ｐｒｏｃｅｓｓ程序中的 ｍｏｄｅｌ　４
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结 果 显 示，心 理 资 本 对 疾 病 接

受度 的 直 接 预 测 作 用 显 著（β＝０.６０９，ｔ＝１２.４５１，

Ｐ＜０．００１），纳入疾病感知后，该预测作用仍然显著

（β＝０.３３６，ｔ＝５.９３１，Ｐ＜０．００１）；心理资本对疾病感知

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β＝－０.６４９，ｔ＝－１１.９６６，Ｐ＜
０．００１）；疾病感知对疾病接受度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

（β＝－０.４２２，ｔ＝－７.５３６，Ｐ＜０．００１）。
采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显

示心理资本对疾病接受度的直接效应及疾病感知的

中介效应的９５％置信 区 间 均 不 包 含０，表 明 心 理 资

本不仅能 够 直 接 预 测 青 年 乳 腺 癌 患 者 的 疾 病 接 受

度，还能通过疾病感 知 间 接 预 测 其 疾 病 接 受 度。中

介效应值为０．２７４，占总效应的４５．０％，见表２。

表２　总效应、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分解

项目 效应值 标准误 Ｐ 效应占比（％）

总效应　 ０．６０９　 ０．０４９ ＜０．００１ －
直接效应 ０．３３５　 ０．０５７ ＜０．００１　 ５５．０
间接效应 ０．２７４　 ０．０４５ ＜０．００１　 ４５．０

３　讨论

３．１　青年乳腺癌患者心理资本、疾病感知与疾病接

受度的现状分析　本研究显 示，青 年 乳 腺 癌 患 者 疾

病接受度处于中等偏低水平，仅５．１％的患者为高水

平，这 与 刘 玉 瑶 等［１３］研 究 相 似，可 能 与 青 年 女 性 正

处于发展事业、组建家庭及承 担 多 重 角 色 的 关 键 阶

段有关。研究［１４］指 出，疾 病 诊 治 伴 随 的 形 象 紊 乱、

功能受限及经济负担等负面影响会加剧青年患者的

心理负担，易引起其自卑、敏感、焦虑、抗拒疾病等消

极情绪。因此，护理人 员 需 加 强 对 青 年 乳 腺 癌 患 者

心理状况的关注，评估其疾病接受度，并及时介入干

预，以缓解其心理困 境。青 年 患 者 的 心 理 资 本 处 于

中等水平，这可能与青年女性患者阅历尚浅，难以有

效适应疾病带来的身心变化有关［４］。提示护理人员

应增强患者的积极心理资源，激 发 其 在 治 疗 过 程 中

的主导性，鼓励患者 积 极 应 对 疾 病，减 少 心 理 压 力。

青年患者的疾病感知较为消极，与 Ｈａｎ等［５］研究一

致。这 可 能 与 本 研 究 中 多 数 患 者 接 受 根 治 术

（５１．９％）及高比例化疗（９３．９％）有关。由于术后体

像改变及 化 疗 不 良 反 应 等 对 青 年 患 者 生 活 影 响 较

大，患者 易 对 疾 病 及 治 疗 产 生 消 极 认 识 和 低 控 制

感［１５］。因此，护 理 人 员 应 引 导 患 者 辩 证 地 看 待 疾

病，增加其对治疗及康复的信心，促进形成积极的疾

病感知。

３．２　青年乳腺癌患者心理资本、疾病感知与疾病接

受度的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 显 示，青 年 乳 腺 癌 患 者

的心理资本与其疾病接受度呈正相关。提示护理人

员应实施积极心理干预，增强患者的自我效能、乐观

情绪与希望感等心理资本，从 而 有 效 缓 冲 乳 腺 癌 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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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负面压力，改善不良心理体验，促进患者对疾病

的正向接纳。本研究 显 示，青 年 乳 腺 癌 患 者 的 疾 病

感知越消 极，其 疾 病 接 受 度 越 低。研 究［１５］指 出，患

者感知和思考疾病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对疾

病的心理接受与适应状况。部分患者因对疾病缺乏

清晰认 识（如 认 为 病 程 漫 长、预 后 不 良、难 以 治 愈

等），易陷入恐慌和不安，采取否认、回避和屈服等消

极应对策略，阻碍了 对 疾 病 现 实 的 接 受。提 示 护 理

人员进行疾病知识教育时，应 关 注 患 者 对 乳 腺 癌 病

因、治疗进展及远期预后等的理解，通过减少消极疾

病感知，提升其疾病接受度。

３．３　青年乳 腺 癌 患 者 疾 病 感 知 在 心 理 资 本 与 疾 病

接受度间起中介作用　本研 究 结 果 显 示，疾 病 感 知

在青年乳 腺 癌 患 者 心 理 资 本 与 疾 病 接 受 度 间 发 挥

４５．０％的中介 作 用，表 明 心 理 资 本 除 直 接 预 测 疾 病

接受度外，还通过疾病感知间 接 影 响 患 者 的 疾 病 接

受度。对青年女性而 言，罹 患 乳 腺 癌 是 重 大 的 创 伤

事件，其往往难以有效应对疾病挑战。心理资本，作

为一种关键的内部应对资源，积 极 影 响 患 者 对 疾 病

的感知和接受［６－７］。心理资本作为保护因素，能够激

发患者的内在力量，强化其在 困 境 中 迅 速 复 原 的 能

力，使其以更加乐观、坚 韧 的 态 度 面 对 挑 战、接 受 疾

病［４］。同时，良好 的 心 理 资 本 能 够 增 强 患 者 的 疾 病

自我管理能力，促使其主动寻求并整合疾病信息，形
成对疾病的积极感知和评价［７］。这一过程帮助患者

辩证看待疾病及其对生活的影响。当患者相信疾病

可控、治疗有效且康复有望时，这些积极的感知会增

强其对疾病和治疗的控制感，提 升 治 疗 依 从 性 和 康

复信心，并激励患者采取积极健康行为，主动参与疾

病管理，接受现实、悦纳自我［１５］。因此，护理人员应

充分重视 心 理 资 本 的 重 要 性 及 疾 病 感 知 的 中 介 作

用，采取积极心理疗法［１６］、接纳承诺疗法［１７］等，调动

患者的心理潜能，增强其主观能动性，促使患者积极

应对疾 病，从 而 有 效 提 升 疾 病 接 受 度 与 整 体 生 活

质量。

４　小结

青年乳腺癌患者的疾病接受度处于中等偏低水

平，疾病感知在心理资本与疾 病 接 受 度 间 起 中 介 作

用。护理人员应采取积极措施增强患者的积极心理

资本，改善其消极的疾病感知，以促进患者有效应对

疾病，提 升 疾 病 接 受 度。但 本 研 究 样 本 仅 来 源 于

１所三级甲等医院，研究结果的代表性受限，且横断

面设计不能确定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和动态变化。未

来研究有待扩大样本来源、考虑采用纵向追踪设计，
以进一步检验各变量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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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Ｊ　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ｃ　Ｏｎｃｏｌ，２０２４，４２（２）：１９０－２０７．

［５］ＨＡＮ　Ｊ，ＬＩＵ　Ｊ　Ｅ，ＱＩＵ　Ｈ，ｅｔ　ａｌ．Ｉｌｌｎｅｓｓ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

ａｔｅｄ　ｓｏｃｉｏ－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ｎ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ｏｍｅｎ

ｗｉｔｈ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Ｊ］．Ｅｕｒ　Ｊ　Ｏｎｃｏｌ　Ｎｕｒｓ，２０１８，３２：３３－３９．
［６］涂舒涵．慢性心力衰 竭 患 者 疾 病 接 受 度 现 状 和 影 响 因 素 的 研 究

［Ｄ］．大连：大连医科大学，２０２３．
［７］张珂．分化型甲状腺 癌 患 者 疾 病 感 知 与 服 药 依 从 性 的 关 系 及 中

介效应分析［Ｄ］．郑州：河南大学，２０２２．
［８］倪平，陈京立，刘娜．护理研究中量性研究的样本量估计［Ｊ］．中华

护理杂志，２０１０，４５（４）：３７８－３８０．
［９］ＨＯＹＬＥ　Ｒ　Ｈ，ＧＯＴＴＦＲＥＤＳＯＮ　Ｎ　Ｃ．Ｓａｍｐｌｅ　ｓｉｚ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Ｊ］．Ｐｒｅｖ　Ｓｃｉ，２０１５，１６（７）：９８７－９９６．
［１０］ＦＥＬＴＯＮ　Ｂ　Ｊ，ＲＥＶＥＮＳＯＮ　Ｔ　Ａ，ＨＩＮＲＩＣＨＳＥＮ　Ｇ　Ａ．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ｃｏｐ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ａｍｏｎｇ

ｃｈｒｏｎｉｃａｌｌｙ　ｉｌｌ　ａｄｕｌｔｓ［Ｊ］．Ｓｏｃ　Ｓｃｉ　Ｍｅｄ，１９８４，１８（１０）：８８９－８９８．
［１１］张阔，张赛，董颖红．积极心理资本：测量及其与心理健康的 关 系

［Ｊ］．心理与行为研究，２０１０，８（１）：５８－６４．
［１２］ＢＲＯＡＤＢＥＮＴ　Ｅ，ＰＥＴＲＩＥ　Ｋ　Ｊ，ＭＡＩＮ　Ｊ，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ｂｒｉｅｆ　ｉｌｌｎｅｓｓ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Ｊ］．Ｊ　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ｍ　Ｒｅｓ，２００６，６０（６）：６３１－

６３７．
［１３］刘玉瑶，张晓芳，魏洁丽，等．乳腺癌患者疾病接受度现状及 影 响

因素的研究［Ｊ］．解放军护理杂志，２０２１，３８（１２）：３８－４１．
［１４］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　Ｓ　Ｍ，ＤＯＭＩＮＩＣＩ　Ｌ　Ｓ，ＧＥＬＢＥＲ　Ｓ，ｅｔ　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ｗｉｔｈ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ｃｉａｌ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ｉｎ　ｙｏｕｎｇ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ｓｕｒｖｉｖｏｒｓ［Ｊ］．ＪＡＭＡ　Ｓｕｒｇ，

２０２０，１５５（１１）：１０３５－１０４２．
［１５］ＫＵＧＢＥＹ　Ｎ，ＯＰＰＯＮＧ　Ａ　Ｋ，ＭＥＹＥＲ－ＷＥＩＴＺ　Ａ．Ｉｌｌｎｅｓｓ　ｐｅｒｃｅｐ－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ｐｉｎｇ　ａｍｏｎｇ　ｗｏｍｅｎ　ｌｉｖ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ｉｎ　Ｇｈａ－

ｎａ：ａ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Ｊ／ＯＬ］．［２０２４－０３－１５］．ｈｔ－

ｔｐｓ：／／ｐｍｃ．ｎｃｂｉ．ｎｌｍ．ｎｉｈ．ｇｏｖ／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ＰＭＣ７３６５４２０／．ＤＯＩ：１０．

１１３６／ｂｍｊｏｐｅｎ－２０１９－０３３０１９．
［１６］ＳＯＮＧ　Ｒ，ＳＵＮ　Ｎ，ＳＯＮＧ　Ｘ．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ＰＣＩ）ｆｏｒ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ａｐｉｌｏｔ　ｓｔｕｄｙ［Ｊ／ＯＬ］．［２０２４－０３－１５］．ｈｔｔｐｓ：／／ｐｍｃ．ｎｃ－

ｂｉ．ｎｌｍ．ｎｉｈ．ｇｏｖ／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ＰＭＣ６６９２４８７／．ＤＯＩ：１０．３３８９／ｆｐｓｙｇ．

２０１９．０１８１６．
［１７］范玉屏，周峥，丁义涛．接 纳 与 承 诺 干 预 在 乳 腺 癌 术 后 患 者 中 的

应用［Ｊ］．军事护理，２０１８，３５（２４）：２０－２３．
（本文编辑：王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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