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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慢粒患者的常见心理特征

通过之前学者们普遍的调查研究，发现慢粒患者在得知自己患

了白血病后，大多数人都会感到彷惶和不知所措，心情混乱情绪起

伏不定，具体表现为焦虑、抑郁、孤独、绝望等不同症状的心理问题，

但不是每个人都会存在下面这些情绪问题，情绪的反应也是因人而

异的。

（1）焦虑、恐惧

大多数患者对诊断为癌症并没有心理准备，之前对癌症缺乏了

解，没有任何概念，加之整个社会中对癌症的片面认识，把癌症视

为“绝症”，等同于死亡，这些都导致了癌症患者心理的焦虑和恐惧。

事实上，靶向药物出现以后，慢粒患者已经可以获得与常人类似的

生存期和较高的生活质量，依旧可以过着正常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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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无助、绝望

患病以后，病人常常会想治疗会不会很痛，看到其他癌症患者都

要经过化疗、放疗等形式，会给身体带来巨大的疼痛，慢粒患者通常

也会畏惧。加上对疾病的不了解，往往会感到无助和绝望。然而慢粒

和其他癌症不同，它可以通过药物治疗控制，大多数患者并不需要经

历放疗、化疗、骨髓移植等痛苦的治疗过程。虽然药物治疗过程中可

能会有轻微的不良反应，但我们的病友大可不必过于担心。

（3）孤独、自尊心受挫

患病后，治疗中产生的副作用可能会给癌症患者造成心理困扰，

自尊心受到伤害，患病与个人美好愿望的强大心理落差，会产生抑郁、

孤独的心理。对于慢粒而言，在靶向药物的帮助下，大多数患者可

以拥有正常的生活，也不常会导致脱发等形象变化，我们不必太过

担心，而应当积极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

（4）埋怨与内疚

有些人将患病的原因归咎于自己或其他的人，“如果我没……，

就不会生病”，尝试为疾病找出借口，这种心理反而会让他们感到

抱怨和内疚。对他们来说，找出患病原因可能心理上会好过一些。

但事实上，即使是医生可能也不知道癌症的确切起因，所以患者没

有必要纠结于“如果我没……，就不会生病”的这种心理了。

（5）忧虑、疑惑

慢粒的治疗是一笔很大的费用，对很多普通家庭来说都是无法

承担的，巨大的经济压力会是一些患者最大的心理困扰。而且因为

成为家人的负担，会感到自责和内疚，有负罪感，这些都会导致患

者的心理情绪极度低落。加上对未来的不确定，恐惧和幻想往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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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状况更可怕。

所有这些内外因素的结合，导致癌症患者焦虑、抑郁、孤独、

恐惧等心理问题积聚在一起，这些心理问题可通过改变患者机体免

疫防御系统的活动来削弱患者的抗癌能力。若患者存在的心理问题

没有得到任何护理，将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影响癌症的治疗效果。

对于经济负担，我们可以发动身边的家人、朋友，基金会进行

求助；而对疾病的困惑和恐惧，则可以通过增加对疾病的认识、与

医生的交流沟通来缓解。对疾病越了解，我们越能拥有积极的心态

去战胜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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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癌症病人心理反应过程

美国生死学大师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提出了身患癌症的病人，

从获知病情到临终的心理反应过程划为五个阶段：即否认期、愤怒期、

协议期、绝望期和接受期。对于慢粒患者来说，只是了解一下这样

的心理过程，但自己并不一定会出现，所以不必太过介怀。

（1）否认期

当病人直接或间接听到自己可能死亡时，病人第一反应就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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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不可能”，“我不会死”，“他们肯定搞错了”。这时病人心

理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努力否认有可能死亡的诊断信息，他们到处找

医生，总是希望通过第二、第三个医院的诊断来否认自己得了绝症。

这时，病人往往要向你诉说各种情况，认为可能是医生错误的诊断，

他们企图逃避死亡这一现象，表现心神不定。这种否认反应是个体

应对突发不良生活事件的一种自然心理防御机制，如果使用得当可

起到安慰和保护作用，如否认持续过久则需进行心理干预。

（2）愤怒期

当病人经过短暂的否认期，确实了解到自己不可能治愈时，自

然地产生一种愤怒情绪，“为什么不幸要落在我的身上？”“苍天

待人太不公平。”由于绝症的事实与求生的欲望相矛盾，病人往往

十分痛苦。于是就会产生愤怒、狂想、怨恨的情绪，常常发泄在医生、

护士和自己亲人身上，甚至训斥、谩骂、不配合治疗。

（3）妥协期

其心理特点由愤怒转入讨价还价。在愤愤不平结束之后，癌症

的事实仍然存在，因此，病人不得不在心理上承认诊断。而面对疾

病常常出现两种分化，一种病人积极接受诊断，认为既然无法摆脱

这一命运，不如在有限的时间里多感受人生的乐趣，积极配合治疗，

主动参加社会活动；另一类患者则消极接受命运，认为自己无法与

命运抗争，死亡是在所难免，经常交替出现愤怒与抑郁，加速了癌

症的进程。

（4）绝望期

在治疗过程中随着病情的恶化，癌症病人面临着疼痛与死亡的

威胁，而且有些病人还承受着医疗费用的压力，为自己成为家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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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担而不安，心情明显忧郁，深沉和悲哀，有时流泪，有时沉默不语，

考虑后事，有时情绪焦虑。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时，便陷入消沉、冷淡、

沉思、忧愁、抑郁。

（5）接受期

在经历一段时间的忧郁后，病人的心情得到了抒发，不仅在身

体上承受了手术，化疗，放疗等的痛苦，同时在精神上也经受了一

系列的心路历程，病人的心情可能稍微平静下来，无可奈何地听从

命运安排。他们在事实上已接受死亡了，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平静。

不同的患者其各种心理状态持续的时间长短不一，心理反应的

轻重也不同，与病人的文化层次、经济状况、年龄以及所从事的职

业等因素相关。

3. 如何积极应对慢粒，调适心理

（1）转变心态，积极乐观的面对生活。患者个人方面要有治愈

疾病的信心，要重新建构自己的生命价值观，重新探索对世界的态度，

明白如何活出意义，让生命重新燃起希望，充满生机，而不能让自

己拘泥于为何会是自己得癌症。同时也不要压抑内心的想法和情感。

将内心的感觉向家人、医护人员等诉说，这不但能减轻患病带来的

痛苦，更能得到他人的支持、关心和帮助。

（2）主动参加各种兴趣活动，诸如冥思、太极拳和瑜伽之类的，

这些主要是集中在精神层面，减轻紧张和焦虑，减轻抗拒和疲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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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则通过参加舞蹈课或锻炼班以提高他们的注意力和协调性。另外

一些人通过参加他们喜爱的活动，比如园艺或者读书俱乐部，以改善

全身机能、保持身体处于良好状态。还有一些人认为参加他们喜爱的

体育运动有助于恢复自信心和成就感。参加某个课程或者学习一种业

余爱好，对许多患者来说扩展了新的兴趣领域和发展空间。

需要提醒的是，不要把“积极”变成“过分积极”。你需要休

息和放松。筋疲力尽只会使你的身体更加虚弱，心里更加堵得慌，

疲劳会引发不必要的沮丧和绝望。记住，你周围的人关心的是你这

个人，而不在意你做了什么。

（3）别忘了你是谁。尽管你可能得了慢粒，重要的是记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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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等同于你的疾病。你的疾病只不过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一件事，尽

管治疗会暂时影响你的面容和身体的机能，但你并不是靠你的样子

和你能做的事情来定义的。对于我们所有人，特别是对于重病患者

来说，发现自我并且保持自我是一种特殊而有益的挑战。时间和治

疗可能使你恢复健康。而从长远看来，只有认识到真实的自我并且

受到深爱你的人的支持，你才能恢复心灵的宁静和身体的健康。

（4）要常常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不要压抑自己。治疗中身体

上的疼痛、心理上的困惑一定不要压抑在心中，要说出来，不要认

为别人会不会嫌你麻烦，家人朋友只会想给你最大的帮助和支持。

只要可能，你应当经常与配偶谈论自己矛盾的情感，释放内心的感受。

记住，爱的表达诸如抚摸、亲吻和拥抱不管是对病人还是对家属都

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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