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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化疗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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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胃癌化疗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为有关干预措施的制订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选取上海某三甲医院

胃肠外科收治的接受胃癌化疗的180名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结果：性别

、学历、有无慢性疾病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家庭年收入、居住地、导管、在职、年龄对胃癌

化疗患者生活质量影响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临床工作中，我们应重视影响化疗患者生活质量的因素，并给与

针对性的护理措施及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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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gastric cancer treated with chemotherapy,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formulation of relevant intervention measures.Methods: A total of 180 patients who received

chemotherapy for gastric cancer were selecte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quality life were analyzed by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Results: Gender, education background and chronic disease had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on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P>0.05),

while family annual income, residence, catheter, employment and age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on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gastric cancer undergoing chemotherapy (P<0.05). Conclusion: In clinical work, medical staff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chemotherapy, and give targeted nursing measures and health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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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胃癌在我国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中分别排名第二和

第三
[1, 2]

。在经过手术治疗后的中晚期胃癌患者的复发率仍

达到50%~70%
[3]
。术后进行化疗可以有效防止癌症的复发和

转移，改善患者的生存率。但化疗药物容易引起恶心呕

吐、食欲减退、便秘、白细胞降低等不良反应，影响患者

的生活质量
[4]
。因此，本研究对胃癌化疗患者的生活质量进

行调查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以期采取针对性措施，改善其

生活质量。

一、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随机选择上海某三甲医院胃肠外科2022年5月至2022年

11月收治的180名接受胃癌化疗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

标准：（1）经病理学诊断确诊为胃癌并目前正在进行化疗

的患者；（2）年龄≥18周岁；（3）可配合完成本研究的

患者。排除标准：（1）重要脏器功能衰退的患者；（2）

躯体残疾或精神疾病患者。

1.2 研究方法

收集患者的性别、年龄、收入情况、婚姻状况、文化

程度、化疗疗程等临床信息。本研究共发放问卷180份，回

收有效问卷调查180份，有效回收率为100%。

1.3 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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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癌症患者生活质量测定量表（EORTC QLQ-C30）评

估患者的生活质量
[5]
。内部一致性>0.7，重测相关系

数>0.7，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得分越高表示生活质量越

好。

1.4 统计分析方法

应用SPSS16.0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

差表示，采用t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以频数表示，

采用卡方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不同因素对患者生活质量

得分的影响采用多元性线性回归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二、结果

2.1 一般资料

本研究中纳入的胃癌患者的一般资料见表1。

表1 胃癌化疗患者一般资料（N=180）

指标 例数（%） 指标 例数（%）

性别 年收入

男 113（62.78） 1-5万 114（63.33）

女 67（37.22） ≥5.万 66（36.67）

文化程度 职业状态

文盲 9（5.00） 在职 83（46.11）

小学 31（17.22） 退休 97（53.89）

初中 46（25.56） 有无伴随其他疾病

高中 54（30.00） 有 135（75.00）

大学及以上 40（22.22） 无 45（25.00）

居住地 留置导管

农村 68（37.78） 有 133（73.89）

城市 112（62.22） 无 47（26.11）

婚姻状态 化疗疗程

已婚 170（94.44） ＜5个 106（58.89）

未婚 5（2.78） ≥5个 74（41.11）

丧偶 5（2.78）

2.2 胃癌化疗患者生活质量的单因素分析

分析结果显示，除性别、有无慢性疾病得分无统计学

意义外，其他影响因素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

家庭年收入越高患者生活质量得分越高、居住在城市的患

者生活质量得分较高、文化程度越高生活质量得分越低、

没有留置导管的患者生活质量得分较高、在职的患者生活

质量得分高于退休的患者，见表2。

表2 不同因素患者生活质量得分比较（均数±标准

差）

性别 例数（%）
生活质量得

分
t/F P

男 113（62.78） 60.28±7.16 1.75 0.08

女 67（37.22） 58.50±6.21

家庭年收入（

元）

10000~50000 114（63.33） 55.72±5.57 6.69 0.01

＞50001 66（36.67） 61.87±6.54

居住地

城市 112（62.22） 64.66±5.29 9.57 0.01

农村 68（37.78） 56.56±5.84

学历 8.54 0.01

文盲 9（5.00） 67.55±3.81

小学 31（17.22） 62.12±3.30

初 中 46（25.56） 64.19±7.15

高中 54（30.00） 57.25±4.93

大学 40（22.22） 53.82±5.15

慢性疾病

有 135（75.00） 59.97±6.91 1.20 0.23

无 45（25.00） 58.57±6.67

留置导管

有 133（73.89） 56.93±7.04 3.09 0.04

无 47（26.11） 60.57±6.56

职业状态

在职 83（46.11） 61.53±7.14 4.30 0.01

退休 97（53.89） 57.38±5.80

2.3 胃癌化疗患者生活质量的多因素分析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家庭年收入、居住地、有无导管、

职业状态及年龄是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得分的重要因素（P＜

0.05）。即家庭年收入越高、居住在城市、没有留置导

管、在职及年龄较大对患者得分较高。而性别、学历、有

无慢性疾病对患者生活质量得分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

（P>0.05）（表3）。

表3 不同研究因素对患者生活质量得分影响的多元线

性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 t P

性别 0.11 0.44 0.24 0.81

家庭年收

入
1.03 0.59 5.75 0.01

居住地 0.63 0.90 1.69 0.05

学历 0.10 0.35 0.29 0.77

慢性疾病 0.45 0.60 0.75 0.46

导管 1.19 0.64 3.87 0.01

职业状态 1.53 0.61 2.51 0.01

年龄 0.09 0.05 4.74 0.01

三、讨论

根据调查数据显示，患者生活质量较差，化疗在消灭

肿瘤细胞的同时，也破坏了正常细胞组织，使患者出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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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的不良反应，给患者的身体心理带来了巨大的创伤，

患者会出现恶心呕吐、食欲下降、脱发等现象，使患者产

生压抑、担忧等不良情绪，进而影响治疗效果，降低患者

的生活质量
[6]
。

本研究调查结果显示，家庭年收入较低、留置导管、

退休、居住在农村、年龄大是导致患者生活质量差的主要

原因。家庭年收入高、居住在城市的患者生活质量得分较

高，家庭年收入高的患者早期癌症筛查依从性较高，使患

者能够早期发现疾病并早期治疗。由于化疗持续时间较

长，费用昂贵，这对于农村或者城镇低收入人群是难以接

受的，由此给患者带来焦虑、压抑等不良情绪，使患者抗

拒甚至拒绝治疗。同时本研究结果还显示身上没有留置导

管的患者生活质量得分较高，由于化疗药物对血管的刺激

性较大，且化疗次数较多，留置中心静脉导管可有效避免

化疗药物对外周血管的破坏。但留置中心静脉的时间越

长，随之而来的并发症和感染率也增加。给患者的日常生

活带来了很多的不便，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研究结果还

显示在职患者的生活质量较高，良好的社会支持可减轻患

者的心理压力，改善不良情绪，提高生活质量。年龄小的

患者生活质量较高，而年龄大的患者身体器官功能和免疫

功能都逐渐下降，这可能是影响生活质量的原因。

综上所述，家庭年收入较低、居住在农村、留置导

管、退休、年龄大是影响胃癌化疗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因

素。医护人员应实施有效的心理护理及健康教育，减轻患

者的心理压力及生理不适，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改善治

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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