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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使用 C 型行为特征问卷
、

生活事件量表和 R B C 一C 3一R
、

R B C
一 I C

、

R C I A
、

C I C 和 C
:

等

免疫功能的检测
,

调查和检测了 30 名胃癌患者和 50 名健康者
.

结果表明
:
( l) 胃癌组比健康

组在焦虑
、

抑郁
、

愤怒内泄
、

控制等方面得分高
,

在愤怒外泄
、

乐观
、

社会支持等方面得分低 ; ( 2)

胃癌患者在确诊前 8 年内有 76 多的患者遇到生活事件
,

在确诊前 3 年内有 62 男的患者遇到生

活事件 ; ( 3) 胃癌组 R B C
一 C : 、 R 含量低

,

R C I A 含量和 C I C 水平上升
.

初步结论
:

胃癌的发

生与患者的一些行为特点有关
,

主要是抑郁并不表达愤怒 ; 生活事件可作为应激源诱发胃癌 ;

其机制可能与免疫功能有关
。

关键词 心身疾病
, “

O
,

型行为模式
,

生活事件
,

免疫
,

胃癌
.

胃癌是严重影响人类健康与生命的一类疾病
,

其发病年龄又集中在中年
,

对个人
、

家

庭和国家都造成很大的损失
。

在生物医学模式的指导下
,

已经认识到遗传
、

饮食
、

环境污

染
、

吸烟
、

喝酒
、

放射
、

病毒等因素可使人易感癌症
,

这对胃癌的预防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

但

同时也暴露了其缺陷
,

因为单用生物因素还不足以解释 胃癌的产生
,

至今还是谈癌 色变
。

英国学者 G r e e r 〔` 1等人发现癌症患者有某些人格特征
,

这些特征可使人易得癌症
。

这一设

想很快得到了美国学者 T e m os h o k 和德国学者 B al tr us h 的支持
,

并进一步提出了癌症易

感性行为特征… …
“
C

”

型行为特征 的概念
,

认为过度的社会化
、

对愤怒 的否认与不表达
、

“

好
”

人等特征的人易患癌症
。

本文试图研究心理因素在 胃癌发病中的作用
,

或许这是胃癌发病的一个重要原因
,

为

胃癌的防治提供另一条途径
。

方 法

1
.

1 被试的选择

( l) 胃癌组
:
在临床上确诊为胃癌

,

近一个月内没有使用过免疫疗法
,

系大庆市居

民
。

( 2) 健康组
:
在年龄

、

性别
、

职业
、

文化程度等方面与 胃癌组相当的
,

无高血压
、

溃疡

病
、

癌症等心身疾病的大庆市居民
,

作为对照组
。

1
.

2 浦 t 工具

1) 本文修改 稿于 1 9 9 5年 2 月 10 日收到
。

. 大庆市科 委科 研荃金资助项 目
。



26 4 心 理 学 报 27卷

( 1) 经修订的行为特征问卷 2[]
。

内容包括
:

焦虑
、

抑郁
、

愤怒
、

愤怒外泄
、

愤怒内泄
、

合理化
、

乐观
、

控制和社会支持等九项分测验
。

( 2 ) 张瑶编制的生活事件量表
。

调查一般情况和以往遇到的生活事件
。

1
.

3 实验室检查

检查免疫功能
,

内容包括
: 红细胞

“ 3 b 受体 ( R B C
一

cs
b R )

、

红细胞免疫复合物 ( R B C
-

CI )
、

红细胞粘附抑制因子 ( R CI A )
、

循环免疫复合物 (C CI ) 和补体 3 水平 ( C
3
)

。

所有检查

均在哈尔滨医科大学免疫实验室进行
。

1
.

4 教据处理

在北京医科大学中心机房
,

中型计算机 M
一 3 40 支持的统计软件包 A N A L Y S T 系统

_

中进行数据处理
。

2 结 果

2
.

1 一般情 况胃盆组共 功 人
,

健康组共 50 人
。

其性别
、

年龄情况见表 1
。

表 1 取样匹配表

性别 ( M 士 S D ) 年龄 ( M 士 S D )

胃癌组

健 康组

。

3 4 士 0
。

4 8

。

3 3 士 0
。

4 8

5 2
。

8 6士 1 1
。

9 8

5 6
。

19 士 8
。

1 2

P > 0
。

1 > 0
。

1

注
: 1 二 男 , 2 = 女 M

二
N (男 ) + N (女 ) x Z

N (男 ) + N (女 )

由表 1可知
,

两组间在性别和年龄上无显著差异
。

2
.

2 饮食因素

表 2 饮食与胃癌的关系 (平均分 )

喝茶 喝咖啡 喝酒 吸 烟

胃癌组

健康组

P

1
。

5 8

2
。

3 3

< 0
。

0 1

l
。

0 6

1
。

4 3

< 0
。

0 1

2
。

3 4

1
。

5 7

< 0
。

0 1

.

6 9

。

5 2

> O
。

1

注
:

平均分 =
N

:
( 3 ) + N

:
( 2 ) + N

:
( l )

N
一 + N

: + N
,

其中 N
:

为经常 喝茶 的人 数
,

每人记 3 分
,

N
:

为偶然 喝茶 的人 数
,

每人 记 2 分
.

N
:

为从不 喝茶的人 数
,

每人 记 l 分
。

喝咖啡
、

喝酒
、

吸烟等项记分方法同上
。

由表 2 可知
: ①胃癌患者 比健康人饮酒多 , ②胃癌患者在喝茶和咖啡方面比健康人

少 ;③在吸烟方面两组间无显著差异
。

表 3 行为特征与胃癌的关系 (量表分 )

焦虑 抑郁 愤怒 内泄 外泄 合理 控制 乐观 支持

胃癌

健康 :::;
4 7

。

2 2 0
。

8

4 0
。

8 1 9
。

2 :::: :;:: :::: :::: ;:::
P < 0

。

0 1 < 0
.

0 1 N < 0
.

0 1 < 0
.

0 1 N < 0
。

0 5 < 0
.

0 1 < 0
.

0 2

注 :
N 为没有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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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3 人格特点

由表 3可知
: ①胃癌组比健康组在焦虑

、

抑郁
、

愤怒内泄
、

控制等方面得分高
; ②在愤

怒外泄
、

乐观
、

社会支持等方面得分低
; ③在愤怒

、

合理 化上
,

两组间无显著差异
。

2
.

4 生活 . 件

表 4 生活事件与胃癌的关系

有效例数 诊前 8 年内 诊前 3 年 内

2 2 ( 76多 ) 25 ( 6 2多 )

由表 4 可知
:
在胃癌确诊前的 8 年和 3 年内

,

大部分患者都遇 到过生活事件
。

2
.

5 免疫指标

表 5 免疫功能与胃癌的关系

R B C
一
C .、 R

M ( S D )

( 男 )

R B C
一
I C

M ( S D )

( 宪 J

R C I A

M ( S D )

(拓 )

C I C

M ( S D )

D ( 1 8 0 n m ) 10
一 ,

C
:

M ( S D )

( m g / l )

胃 癌

健 康

{};
)

·

。 9

。 2 1 )

< 0
。
0 1

3
。

6 凌

( 2
。

U苏 、

4
。

7 9

( 2
。

4 7 )

> 0
。

0 5

4 8 4
。

7

( 10 8
.

9 )

3 1 1
。

5

( 1 6 1
。

0 )

< 0
.

0 1

8 8
。

43

( 3 0
。

1 2 )

4 9
。

0 3

( 15
。

6 0 )

< 0
。

0 5

7 6 2
。

0

( 3 28
。

6 )

8 70
。

8

( 3 3 8
。

4 )

) 0
。

0 5

-介Jno一b

O口`、̀,立了.、

由表 5 可知
: ①胃癌组在 R B C

一

cs
b R 含量较低

; ②R CI A 含量和 CI C 水平较高
;③在

R B C
一

IC 和 C
3

水平上无显著差异
。

3 讨 论

癌症与抑郁的关系在古代 已有记述
。

中国医书 《外科正宗》 里就有
:

乳癌是由于
“

忧

思郁结
,

精想在心
,

所愿不遂
,

肝脾迸气
,

以致经络阻塞
,

结聚成结
” 。

最早对癌的英文定义

( 16 01 年 )就是
: “

癌是肿大或疼痛
,

来源于忧郁
,

静脉变成黑色
,

象龙虾爪似的分布
。

前人

凭 着行医经验总结出抑郁和癌症的密切关系
。

随着生物 医学模式的发展
,

对癌的认识逐渐加深
,

发现了亚硝基
、

苯并花
、

病毒
、

射 线

等作为致癌物可导致癌基因的表达而致癌
,

同时忽略 了心理因素和癌的关系
。

随着生物

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普及
,

人们重新认识到心理因素在癌症的发生和发展中的作用
。

近

来使用了各种量表调查了癌与抑郁的关系
〔“ ’ ,

虽然到 目前为止
,

尚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抑

郁一定导致癌症
,

但大部分 的研究表明抑郁可提高癌的患病率和死亡率
,

即抑郁可使人易

患癌症或加速癌的发展
,

大部分 的研究是回顾性的
,

hS
e
ke l le 等人

〔峨’
进行了一项前瞻性的

研究
,

用 M M IP 量表
,

筛选 了 2 0 2 0 名抑郁男性
,

进行追踪调查
,

17 年后发现这些人中
,

高

抑郁分者死于癌症的人是其他人的两倍
,

也说明了抑郁可导致或加速癌症
。

抑郁与癌 的关系
,

不仅表现在抑郁可导致或加速癌症
,

也表现在癌症患者在患癌后易

变成抑郁
。

这一点在 L e vi en
〔“ ’
的调查中也得到了证实

。

这种抑郁可反过来加速 癌症进

程
,

本文的研究表明了胃癌患者的抑郁程度比健康人高
,

有极显著差异
,

这可能是 由于患

胃癌后患者的心理反应
,

也可能是病前就抑郁
,

是抑郁使得他们易患胃癌
,

我们认为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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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情况都存在
,

即抑郁是患胃癌的一个易感因素
,

患胃癌后由于心理反应可加重这种抑郁

情绪
,

反过来又可加速胃癌的进程
,

使病情恶化
。

在心理因素和癌症的关系中
,

新近发现了愤怒的表达方式在癌症发生中的作用
。

G r -

。 e r st l 等人发现了癌 症与愤怒的压抑
、

不对外表达 (外泄 )
、

内泄有关
,

这种对愤怒的表达方

式
,

其本人是意识不到的
,

是否定的
,

即不承认自己存在愤怒情绪
,

也就不存在对外表达的

问题了
。

但这种否定了的情绪还是存在的
,

有可能通过躯体化… …癌的形式表达出来
。

这

种对愤怒的否定可表现为
:
与别人过分合作 ;原谅一些不该原谅的行为 ,生活和工作中没

有主意和 目标
,

不确定性多 ;对别人过分耐心 ;尽量回避各种冲突 ;不表现负性情绪
,
特别

是愤怒
, 屈从于权威等

。

这些表现构成了
“

好
”

人的形象
。

通过 T e m os h ok 和 aB h r su h 等

人 〔` ]的发展和完善
,

形成了
“
C

”

型行为模式 (癌症易感性行为模式 )的概念
,

类似于
“
A

”

型

行为模式 (冠心病易感性行为模式 )的概念
。

我们的研究表明
: 虽然两组在愤怒体验上无

明显差异
,

但在愤怒表达上有极显著的差异
,

胃癌组倾向于不表现愤怒 (外泄分低 )
,
把愤

怒藏在心里 (内泄分高 )
,

并控制住 (控制分高 )
。

这些行为特征上的差异是符合
“
C

”

型行

为模式的
,

我们认为它是存在 的
。

一个人有了癌症易感性行为模式
,

是指他存在易感癌症的素质
,

并不是指他一定会得

癌
,

但当一定程度的生活事件作用在这种易感素质上时
,

往往会使得他患癌
,

所以
,

从某种

意义上讲
,

生活事件也和化学
、

物理
、

生物致癌物一样
,

是一种致癌物
。

生活事件作为应激

源在癌的发生
、

发展中的作用
,

已被很多研究所证实〔3 ] , 其作用机制可能是通过影响免疫

系统的功能
,

如 K i e o ol t一 G la s e r
等 t 7 ’ 认为应激可使 自然杀伤细胞 ( N K )的功能下降

,
而

N K 细胞在肿瘤监视和杀伤中是关键性的细胞
,

其 它的研究〔 ’ 1还表明
:
应 激可导致干扰

素功能下降
、

淋巴细胞转化率降低
、

具有抑制免疫系统整体功能的脑啡肤释放增多等
。

这

种免疫系统功能的普遍下降
,

可使人患癌
。

我们的研究也表明
:
大部分的胃癌患者在确

诊前的 3 或 8 年内存在生活事件的影响 (癌的发生到确诊的时间
,

一般估计是 3 或 8 年 )
,

也说明了生活事件在 胃癌的发生和发展中起重要作用
,
可以认为是一种 心 理 社会致 癌

物
。

从饮食状 况来看
,

本研究表明
:

胃癌患者 比健康人饮酒多 ; 胃癌患者在喝茶和咖啡方

面比健康人少
;
在吸烟方面两组间无显著差异

。

这说明患者患癌后
,

了解了一些医学知识
,

认为对胃有刺激的饮食对 胃癌的发生和发展有关
,

故尽量控制喝茶和咖啡
。

但由于大庆

市民好酒
,

大多已成瘾
,

故控制喝酒对他们来说是很困难的
,

不仅如此
,

他们 比健康人喝的

还要多
,

这说明了他们的酒瘾比一般人大
,

也说明了酒可以作为胃癌的致癌物
。

同时
,

他们

在吸烟方面确没有加以控制
,
这可能是 由于他们还没有认识到吸烟也可以作为胃癌的致

癌物
,

也可能是由于烟和酒一样
,

由于成瘾而很难控制
。

癌症的发生与免疫系统的功能低下有关
。

本研究结果显示的胃癌组 R B C
一

sC
b R 含量

低
,

R C I A 含量和 C CI 水平上升也说明了胃癌患者的免疫功能低下
。

但这种免疫功能的

低下与心理有什么关系
,

由于例数太少无法统计
,

只有留待以后研究
。

鸣谢 感谢哈尔滨医科大学免疫实验室的大力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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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s t r a e t

3 0 p a t i e n t s w i t h s t o m a c h c a n e e r a n d 5 0 h e a l t h y s u b i
e c t s w e r e i n v e s t i g a t e d

w i t h b e h a v i o r a l e h a r e e t e r i s t i e q u e s t i o n n a i r e
,

l i f e e v e n t s e a l e a n d a b i l i t y o f

i m m u n e i n e l u d i n g R B C
一
C

s b R
、

R B C
一
IC

、

R C IA
、

C IC a n d C
s
i n l a b

.

T h e r e s u l t

r e v e a l e d :
( 1 ) t h e g r o u P o f p a t i e n t s h a d m o r e d e p r e s s i o n , a n x i e t y ,

i n w a r d a n -

g e r a n d e o n t r o l ; s i g n i f i e a n t l y l e s s o u t w a r d a n g e r , l e s s o p t i m i s t i e a n d l e s s 5 0 -

e 1a l s u p p o r t e o m p a r e d w i t h t h e g r o u p o f h e a l t h y s u b j
e e t s ; ( 2 ) 了6帕 o f t h e p a -

t i e n t s w i t h i n 8 y e a r s b e f o r e d i a g n o s i s a n d 6 2肠 o f t h e P a t i e n t s w i t h i n 3

y e a r s h a d l i f e e v e n t s ; ( 3 ) t h e g r o u p o f p a t i e n t s h a d s i g n i f i e a n t l y l o w e r

R B C
一
C

s b R a n d m o r e R C I A a n d C IC c o m p a r e d w i t h t h e g r o u p o f h e a l t h y

s u b i
e e t s

.

T h r o u g h a n a l y s i s o n e c a n e o n C l u d e t h a t t h e d e v e l o pm e n t o f s t o m a e h

心 a n e e r 15 r e l a t e d w i t h s o m e b e h a v i o r a l e h a r e e t e r e s p e e i a l l y w i t h d e p r e s s i o n

a n d i n w a r d a n g e r ; l i f e e v e n t a s a s t r e s s r e s o u r c e c a n i n d u c e s t o m a c h e a n e e r ,

t h e m a c h a n i s m m i g h t b e r e l a t e d w i t h t h e i m m u n e s y s t e m
.

K e y w o r d s p s y Ch o s o m a t i c d i s e a s e一 t y p e C b e h a v i o r a l p a t t e r n , l i f e e v e n t ,

i m m u n e , s t o m a e h e a n c e 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