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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引进 0) 12 7 34令7  �
,

验证其在中国大陆的应用情况
,

为中国肿瘤学领域生活质量研究提供有效和实

用的评定工具
8

运用随机对照实验设计
,

测查了 � %9 名癌症病人
,

结果显示各分量表中项目与所属量表的相关均高

于与其他量表的相关
,

各分量表间呈中等偏下相关
,

量表因子结构分析与 0 : 1 27 结果大体相似
,

三种方法检验的

临床效度均较高
。

由此得出 34令7  � 各项心理测量学特性均达到要求
,

临床效度和实用性也比较好
,

在中国大陆

的癌症病人中是可行的
、

可信的
、

有效的和敏感的
。

关键词 癌症病人
,

生活质量
,

中国
,

34分7  氏

分类号 犯9;

问题提出

近 5� 多年来
,

在肿瘤 临床实验研究 中
,

疾病本

身及其治疗对病人躯体
、

心理和社会功能影响的评

定
,

已引起研究者们的关注
。

研究证明
,

生活质量研

究在肿瘤临床研究中具有评价癌症患者及其治疗效

果
、

进行治疗方法选择的作用
,

有助于 医护人员
、

癌

症患者及其看护者全面
、

系统
、

细致地了解病人的生

活质量状况
,

也可为预测癌症患者治疗后的远期生

存状况提供依据
<
研究也证明

,

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

在癌症患者中起着重要作用∗5, ’〕
。

然而
,

生活质量的

测查还不能作为常规观察项 目引入临床实验
,

原因

是多方面的
,

除了认识
、

态度
、

方法 以及 实际操作方

面的障碍外 ∗ =
,

最主要的障碍是缺乏一个被大家广

泛接受的
、

标准化的测查方法和成熟的测查工具
,

尤

其是缺乏专门用于癌症病人生活质量评定的
、

具有

过硬的心理测量学特性的测查工具>∀, ’〕< 尽管肿瘤临

床实验研究在国际间的合作一直在增加
,

但经过跨

文化考验的测查工具则为数太少
。

鉴于此
,

欧洲癌

症研究和治疗组织专门设立了生活质量研究组
,

经

过近 5� 年 的努力
,

编制了专 门用于癌症病人
、

又可

以进行不同文化间 比较 的生活质量测查工具
。

目

前
,

该研究组编制的生活质量核心 问卷 已在十几个

国家运用
,

证明是有效的
、

可靠的
、

敏感的
,

便于临床

使用 ∗?≅
。

本研究首次引进生活质量核心 问卷
,

目的

旨在考察该问卷在中国大陆癌症病人 中的可行性
、

心理测量学特性的稳定性
、

以及文化公平性
。

� 方 法

�8 5 被试

病人为 5996 年  月初至 5� 月底进行化疗或放

疗的住院病人
,

分别来 自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

北京市肿瘤医院
、

武警总医院
、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

瘤医院
。

病理确诊为癌症 !种类不限#
,

年龄 # 5? 岁
,

小 学 及 以 上 文 化
,

ΑΒ Χ !Α . Δ ) Ε/ 场 Β∋ ΦΕ) ΦΔ .Γ−
∋

ΧΗ. ΗΙ /# # ?� 分
,

预计存活半年以上
,

既往和 目前均无

精神疾病和意识障碍
。

�8 � 评定Η 表

�8 �8 5 生活质 Η 核心问卷 【3ϑ. ∗,ΗΚ )Ε 4, Ε∋ 3Ι ∋ /Η, 。
Λ

Γ Γ

.Φ∋
一∋ ) Φ∋

,

343
一
7  ) !�

8

�#= 共  � 个项 目
,

为 自我

报告形 式
,

包括 ; 个功 能量表
∃

躯体功 能 !Μ(Κ
/,− .∗

Γ川− Η, ) Γ ,

ΒΝ
、

角色功能 !Φ) ∗∋ ΕΙΓ
∋ Η, ) Γ ,

即#
、

认知功

收稿日期
∃
� � � �Ο ;一;

。

Π

该论文是作者博士论文的一部分
,

并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9 6 6� � ? ;# 的部分资助
。



∀ 期 王建平等
∃

中国癌症病人生活质量的测定

能 !− ) + Γ, Η, Θ ∋ ΕΙ Γ − Η, ) Γ ,

7Ρ#
、

情绪功 能 !
∋ Δ ) Η, ) Γ .∗

加Γ − Η, ) Γ ,

0Ρ#
、

社会功能 !/) ∋,. ∗ ΕΙ Γ − Η, ) Γ ,

ΧΡ# <  个

症状 量 表
∃

疲 乏 !Ε.Η, + Ι∋
,

队#
、

疼 痛 !Μ ., Γ
,

以#
、

恶心呕吐 !Γ .Ι /∋咖Σ
Η, Γ +

,

Τ Υ # < ? 个单项 测量项

目和 5 个整体生活质量量表 !+∗
) ς.∗ Ω Ι .∗,ΗΚ )Ε (Ε∋,

Ξ3 4 #
。

该问卷单个项 目的完成率都非常高∗%=
,

各

项心理 测量学指标均符合要求
,

尤其是 59 9; 年的

�8 � 版适合于大多数欧洲国家和中国香港 的癌症病

人 >9, 6〕
。

343ΛΛ −  � 应用于不 同国家和不同文化地区
,

都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 �=
。

�8 �8 � 卡 氏功能 状 态 Η 表 !Α ΒΧ # 59 ∀9 年 由

Α . ΦΓ )Ε/ ΨΚ 等首次对癌症患者进行机能测量 >∗ ’=
。

ΑΒ /

分为 5� 个等级
,

由主管医生根据病人的功能状态给

予 :一 5� � 分范 围的评定
。

该量 表具 有 较 高 的评

定者信度和结构性效度 >∗ �=
。

本研究使用该问卷有两

个 目的
,

即作为病人人组 的筛查指标和生活质量评

定的一个效标
。

�8  施测步骤

所 有病人均进行  次测量
∃

病人人 院后
、

治疗

前
<
治疗 中 !化疗病人第 � 周期用药第  一∀ 天

,

放疗

病人照射第  周末 # <
治疗后 !用药或照射结束 6 天

后 #
。

功能状态越低
、

症状越 明显
,

最后两个项 目相反
。

 �

个项 目在治疗前 中后 的得分趋势比较一致
,

即治疗

中最差
,

其次是治疗后
,

最好是治疗前
。

 8 ∀ 34叼卜7  � 心理测 8 学特征

 8 ∀8 5 项目与且表的相关 分别对全体病人
、

化疗

和放疗组病人 回答的每一个分量表与对应的项目之

间进行相 关分析 !Β∋ .Ζ’/
) Γ 相 关#

,

结果表明
∃

除治疗

前 的 第 ; 个 项 目与 躯体 功 能 量 表 的 相 关 稍 低

!一 �
8

; ?# 外
,

每个项 目与对应的分量表之间的相关

都较高 !�
8

?� 以上#
,

得分范围为 一 �
8

;? 一�8 9%
。

 8 ∀8 � 因子结构 将 9 个主要分量表 !Β Ρ
、

1 Ρ
、

0 0

ΧΡ
、

7Ρ
、

Ρ&
、

Β&
、

Τ Θ 工玉34# 所包含的 �∀ 个项 目的原

始分数综合在一起
,

选用最大似然法
,

指定提取 9 个

因子
,

其 9 个因子特征值之和的累计百分数均大于

6; [ !66
8

∀? 一%%
,

∀� [ #
,

经最大正交旋转法得出的因

子载荷结构稳定的量表
∃
734

、

ΤΘ
、

1 Ρ
、

Χ 0 0 1 不太

稳定的量表
∃
ΒΡ

、

7Ρ
、

Ρ&
、

Β&
。

 8 ∀8  Η 表信度 用 7Φ) Γ ς .− (
’
/ .系数法

,

分别对

全体
、

化疗和放疗三组病人治疗前中后的材料
,

进行

量 表 的内部 一致性 检验
。

结果 表 明
∃ . 系数低 于

0: 1 27 的量表有
∃
Β0 7Ρ

、

Ρ&
、

Β&
,

量表间的得分趋

势与 0: 1 2 7 结果相似
。

全体病人结果见表 ∗
。

 结 果

 8 5 问卷完成

绝大多数病人可独立完成 问卷
。

人组病人为

 ? 9 人
,

 次测查均有效的问卷为 � %9 份
,

其中化疗

5 � 9 份
,

放疗 5 ? � 份
<
脱落 % � 例中化疗  9 份

,

放疗 ∀ 5

份
,

两组间脱落率无 统计学 上 的差 异 !∴
’ ] �8 ∀ 

,

Β ⊥ �
8

� ; #
。

5 � 病人特征及其他特征

� % 9 人 中男 性 5? 9 名 !; %
8

∀ %[ #
,

女 性 5� � 名

!∀ 5
8

; �[ # <
年 龄范围 5?一 66 岁

,

平 均年龄 ;5
8

∀5 士

5�
8

9 5< 教 育水平
< 小 学  � 名 !5 5

8

� 6[ #
,

初 中 ? � 名

!� �
8

6 ?[ #
,

高 中 ; ? 名 !59
8

 %[ #
,

大 中 专 % ? 名

!� 9
8

6 ?[ #
,

大学及以上 ;; 名 !59
,

� [ # < 职业分布
∃

工

人 ;∀ 名 !5 %
8

? 9[ #
,

干部 % ? 名 !� 9
8

6 ?[ #
,

专业技术人

员 9 % 名 !  
8

9 5[ #
,

其他 ; 5 名 !56
8

? ∀[ # < Ζ店床分期
∃

早期 !Ζ Σ 55 # % % 名 ! �
8

∀ ;[ #
,

晚期 !555 Σ _ #� � 5 名

!? 9
8

; ;[ # < 功能状 况
∃

低 的 !ΑΒΧ ⎯ 6 �# ∀ ? 名
,

高 的

!Α ΒΧ# % � #5% 5 名
。

 8  343ΛΛ 7  �项目描述性统计

所有项 目治疗前 中后的原始分均经过 �一 5��

分 的转换
,

得分含义为前 �% 个项 目得分越高
,

表明

表5 全体被试34
3ΛΛ 7  � 8 表信度 !二� %9 #

量表 治疗前 治疗中 治疗后

包含项目
.
系数 包含项目

.
系数 包含项目

. 系数

ΒΡ
,

∗
,

�
,

 
,

∀
,

;
, ’

�
8

? ; 5
,

� α  
,

; �万6 �
,

; α �
,

 
,

∀ �
8

? 5

1 Ρ ?
,

6 �
8

; ∀ ?
,

6 �
8

6 ; ?
,

6 � 6 ?

0 Ρ � 5
,

� �
,

�  
,

� ∀ �
8

6  � 5
,

��
,

� ∀
,

α �  � 69 � 5
,

��
,

�  
,

� ∀ �乡�

Χ Ρ � ?
,

� 6 � ? % � ?
,

� 6 � � % � ?
,

� 6 �万%

7 Ρ � �
,

� ; �
8

; ? � � α � ; � ; � � � α � ; � 6 5

Τ Υ 5∀
,

5; �
8

? ; 5∀
,

5 ; �
8

9  5∀
,

5 ; �乡�

Ρ& 5�
,

5�
,

5% � 名� 5�
,

5� 八% �
卜

6 � 5�
,

5� α 5 % � 6  

Β& +
,

59 � 名� 9 α 59 � ; ? 9
,

α 5 9 �石6

734 � 9
,

 � �
8

% ? � 9
,

 � �
8

9 � �9
,

 � �乡?

注
∃ Π

量表缩写见本文方法部分
,

下表同
。

Π Π

与原问卷项 目号相同
。

“
α
”

不太稳定的项 目
。

表� 全体病人疗前和疗后34叼卜7  � Η 表间的相关 !Γ] � %9#

分量表 3ΒΡ 31Ρ 30 Ρ 3ΧΡ 咪∃Ρ 3ΤΘ 3Ρ& 3Β& 334

3ΒΡ �
8

 ? �
8

∀ ∀ � � 6 �乃6 一 � ∀ � 一�
8

? � 一 �
8

∀  �
,

∀ �

3斑
< � 乃 �

8

 � � 万6 �  ∀ 一 � � 5 一�
8

;� 一 � ∀ 5 �
8

 5

30 Ρ �
8

  �
8

∀ ∀ �  ? �
8

∀ ? 一 �石5 一�
8

;� 一 �   �
8

; 5

3Χ Ρ �
8

 9 �石� �
8

∀ ? �
8

∀ 5 一 �
8

5 一�  9 一 � ∀ � � � 9

37 Ρ �
8

∀ 5 �
8

 ; �
8

; 5 � ∀ ∀ 一 � �∀ 一�
8

∀ 6 一 � ;� �  �

3Τ阿 一�
8

  一 � � 5 一 �
8

� % 一 �
8

5 6 一 �
8

� 9 �
8

∀ 9 �
8

� 9 一� � 9

3Ρ& 一 �
8

?∀ 一 �
,

; % 一 �
8

; � 一 �
8

;� 一 �
8

;� � ∀ � �乃6 一�
8

; ∀

3Β& 一 �乃∀ 一 �乃 ∗ 一 �
8

 % 一 �石� 一 �
8

;� � ∀ � �
8

6 5 一�
8

 %

334 �
8

 % �
8

 % �  � �
8

∀ ; �  � 一 �
8

� � 一�
8

; � 一 �
8

∀∀

注
∃

下三角为治疗前的结果
<上三角为治疗后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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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 Η 表间相关 表 � 呈现出全体病人治疗前后

9 个主要 量表间的相关
。

治疗前后相 关均 比较高

!
< # :

,

?�# 的量表只有 ΒΡ与 Ρ&
,

各量表间的相 关为

中等偏下
<
分组结果稍有不同

。

 8 ; 343ΛΛ 7  �的鉴别性特征

 8 ;8 5 早期病人与晚期病人的比较 将全体病人按

临床分期分为早期和晚期两组
,

选用独立样本 Η检

验方法对其治疗前中后的均数分别进行 比较
∃

治疗

后结果见图 ∗
,

两组间差异不显著的量表有
∃
Χ0 7 1

1 Ρ
,。

3ΒΡ 31Ρ 30Ρ 3/ Ρ 37Ρ 3ΤΥ 3Ρ& 3Β& 因4

比较指标

图 5 早期与晚期病人治疗后34 Ω Ο  � 量表得分比较

全体病人治疗前3

眼
 � 在不同功能状态下的 比较 比较指标

5 ;8 � 与 Α ΒΧ 的比较 将所有病 人的材料分成

舒Χ ⎯ 6 � 和 妙Χ # %�>
‘ 5 两组

,

分别对治疗前 中后 的

两组病人进行 比较
。

结果显示
∃

得分趋势在全体病

人和分组病人 中一样
,

即 Α ΒΧ 高分组其得分均好于

ΑΒ Χ 低分组的得分
< 两组 间 Ξ 34

、

Β0 1Ρ 在治疗前

中后 的差异均非常显著 !Β ⎯ �8 � 5#
,

0 Ρ在治疗中后

的差异非常显著
,

ΧΡ和 7Ρ在治疗前 中后 的差异均

不显著 !Β ⊥ �8 �; #
。

全体病人治疗前 的结果见图 �
。

∀ 讨 论

34令7  � 已在十几个国家进行 了临床实验
,

证

明是可信的
、

有效的
。

通过对具有不同文化和不同语

言的多个国家的癌症病人的临床实验
,

获得 了令人

满意的心理测量学特征和临床效度参数>?=
。

但该问

卷在多国联合的国际性临床实验 中所取得的这些参

数是基于对肺癌的测查
< 比较文化的资料是基于语

言和地理参数相结合而进行 的
,

其代表性还有待于

各个国家进一步的验证
<
加拿大学者 : /) ς. 在 ;  ; 名

癌症病人中进一步验证了 343 ￡ � 的心理测量学特

性
,

并把疾病的种类扩大到乳腺癌
、

卵巢癌∗∗’=
、

神经

胶质瘤【‘ = 等
< 还有学者将 34令7  � 运用于头颈部的

癌症病人 >∗ ;=
,

并与其他问卷进行了比较 >5 ?=
。

本研究首次引进该问卷
,

运用于 中国大陆的癌

症病人
,

为 中国癌症病人生活质量 的研究提供有效

和实用的测查工具
。

∀8 5 心理测 8 学特性

在临床上已很明确
,

癌症病人在治疗过程 中各

方面的状况都会下降
,

预期 343卜7  � 各个项目在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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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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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中会降低或升高
,

实验 的结果 与我们的预期符

合
8

内部一致性检验经过项 目与量表相关分析
,

结

果令人满意
,

相关系数除少数几个项 目外均达到了

�8 6 � 以上 !0 : 1 2 7 在编制问卷时
,

定会聚效度
< #

�8 ∀� >∋=#
<而且

,

每个项 目与 自己所属量表的相关均高

于与其他量表的相关
,

说明该问卷的项 目效度和 内

部一致性均较好
。

因素分析的结果与 0: 1 2 7 结果

大体相似
,

但也有差别
,

说明该问卷在本研究中各个

分量 表 的构想 效度 高低不 一
,

其 中最 稳 定 的 是

7 34
、

Τ Θ < 比较稳定的是 1 Ρ
、

Χ0 0 Ρ
,

而 Ρ& 和 Β& 所

包含的因子区分不大
,

量表间相关分析时两个量表

的相关也高
。

可能的解释是
,

反映疲乏和疼痛的项 目

鉴别度不高
,

也可能疲乏和疼痛本身就有 比较高的

相关
,

但 0: 1 2 7 的研究并无类似的结果
,

可能与文

化差异有关
,

即中国人对疼痛的感受和理解标准可

能与西方人有差异
,

也可能中国癌症病人疲乏和疼

痛两个症状伴随出现的机率较高
,

与西方的癌症病

人在症状的表现方面有差异
。

本研究采用克伦巴赫
. 系数法来表示同质性信度 的高低

。

0: 1 2 7 的研

究结果是角色功能量表的
. 系数最低

,

并认为与反

映角色功能的两个题 目的内容有关
,

是两个题 目的

代表性相对比较低的缘故
。

) /) ς. 的报告为角色功

能和认知功能的 . 系数都比较低
,

解释为两个量表

所包含项 目的反应方式影响了 . 系数
8

本研究
. 系

数最低的是认知功能量表
,

其次是疼痛量表
,

而且分

组病人的结果也具有相 同的趋势
,

说明分量表的同

质性不受治疗方式的影响
< 与 0: 1 2 7 结果差异的

原因可能主要还是不 同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
。

对于

项 目的区分效度
,

本研究采用的方法与前人 的方法

!0)
1 2 7 和 :/) ς. #>?, ‘∀5 相同

,

结果也有相似之处
,

即

各量表间既有一定的相关但又不高
,

说明该问卷能

区分多种特质
,

验证了生活质量多维度结构的理论

构想
<
结合前述的项 目分析

,

说明该间卷既有较高的

会聚效度
,

又有较高的区分效度
。

∀8 � 临床效度或, 表的反应性

分别运用疾病的临床分期
,

不同治疗阶段以及

Α ΒΧ 的不同水平作为分组的标准
,

进行已知组之间

的比较
,

对间卷的反应性进行了临床验证
。

根据临

床经验预期
,

临床分期为早期的病人
、

治疗前的病

人
、

Α ΒΧ 得分高的病人
,

生活质量的总体和各个方面

的状况都应该相对较好
,

这是对该间卷的鉴别性特

征或问卷中各量表对病人各种临床状况反应性的又

一次检验
8

临床实验的结果基本证实 了我们的预

想
。

Χ Ρ
、

7Ρ
、

1刊 个量表在早期与晚期病人两组间差

异不显著
,

说明这  个量表可能对疾病的严重性反

应不敏感
,

也可能与文化差异有关
< 9 个主要量表的

平均数在治疗前中后的差异均非常显著的结果表

明
,

该问卷对治疗过程中病人的变化很敏感
,

同时也

可能与该研究对实验组病人进行了心理干预有关

!见心理 干预研究报告 # < 343卜7  � 各项结果与医生

评定的ΑΒ Χ结果有一致性趋势
,

说明了 34令7 � 在

肿瘤临床实践中的应 用价值
。

社会
、

认知功能两个

量表在 Α Β Χ 高低两组间差异不大的原因
,

一方面反

映了在本研究 中这两个量表与躯体功能关系不大

!在量表间的相关分析中
,

躯体功能与社会
、

认知功

能的相关系数均 ⎯ �8 ∀ �#
,

另一方 面由于 0 : 1 2 7 的

结果无此现象
,

说明造成差异 的原因仍然与文化差

异有关
。

总之
,

上述结果证实 34门卜7  � 具有过硬的心理

测量学参数
,

临床实验证 明在中国大陆的癌症病人

中是可行的
,

而且对癌症病人在治疗过程中的变化

很敏感
,

与客观性评定有一致性趋势 <但该间卷仍有

需要 改进的方面
∃

反映疲乏和疼痛两个量表的项 目

区分度不高
,

组成躯体和认知功能两个量表的项 目

会聚效度不高
,

认知和社会功能对疾病严重性的敏

感性不高
,

这些
“

不足
”

的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

但原因之一可能与文化差异有关
8

此外
,

该问卷在

不同癌症类型
、

不 同生存期癌症病人 的应用等方面

仍需继续研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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