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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使用项目反应理论对
P1!QN

量表进行分析!探讨影响鼻咽癌患者生存质量
K789O

的因
素% #方法$ 对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的条目分别建立部分评分模型!求出每个患者的生理

789

和心理
789

!分析不同人口学特征患者
789

的差异!使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筛选影响患者生存质量的因素%

#结果$ 所有患者生理
789

平均得分为
"JRN

!心理
789

平均得分为
"JQR

%有其它慢性病&家庭人均收入
较低&接受放化疗患者的生理

789

较低
K@S"J"LO

"放疗前患者的生理
789

较高!正在放疗者最低!随着
放疗后时间的延长!生理

789

有所好转
K@S"J"LO

%家庭人均收入较低&接受放化疗患者的心理
789

较低
K@S"J"LO

"放疗前患者的心理
789

较高!正在放疗者心理
789

最低!放疗
L

年后患者心理
789

最高
K@S

"J"LO

% #结论$ 临床工作人员应该更多地关注有其它慢性病&家庭人均收入较低&正在接受放化疗的患
者!以减轻患者心理痛苦!提高患者生存质量%

关键词!项目反应理论"鼻咽癌"生存质量"生理健康"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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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反应理论
K/3(< 5(6>4*6( 3'(45?

!

)=&O

基于潜

在特质理论! 研究被试者对条目的反应与其潜在特

质
K

生存质量
O

之间非线性关系#

$

$

%

)=&

所谓的特质是

指被试者某种相对稳定的& 支配其对检测项目做出

反应!并对反应表现出一致性的内在特质"由于特质

是隐藏的!其不能被直接观察到!因此称之为潜在特

质#

!

$

% 世界卫生组织将与健康有关的生存质量
KD=!

789O

定义为不同文化和价值体系中的个体对于他

们的目标&期望&标准以及所关心的事情有关的生存

状况的体验#

Q

$

% 由此可知!生存质量主要指个体的主

观评价!是个体对自己生存状态的评价!其本质上也

是潜在特质%

根据
)=&

理论!研究对象的生存质量是不可直

接测量的! 但其可以外在表现为研究对象对条目的

选取! 即每个条目的选项% 通过对条目的选项构建

)=&

模型!便可以估计出每个对象的生存质量!这是

潜在特质! 不同于通过简单相加得到的生存质量总

分% 鼻咽癌
KB@CO

患者生存质量的研究中!我们前期

的研究已经发现
P1!QN

生理健康量表的
!$

个条目

基本满足单维性&局部独立性的要求!可以放在一起

进行
)=&

分析#

V

$

% 本研究将使用
)=&

模型估计患者

的生存质量!探索影响患者生存质量的因素%

$

资料与方法

!"!

研究对象

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 对
!""T

年
$

月
!$

日至

!

月
T

日在中山大学肿瘤医院调查就诊的鼻咽癌患

者采取患者自填问卷的方式开展调查%入选标准'病

理诊断为鼻咽癌!且年龄
Z$N

岁的患者% 排除鼻咽癌

复发患者!或由于语言&智力障碍等多种原因导致不

能理解或不能完成问卷的患者%

!"#

问 卷

调查问卷包括人口学资料和
P1!QN

量表% 人口

学资料包括性别&婚姻&方言&临床分期"其它慢性病

论 著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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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包括心脑血管疾病!其它癌症
'

!家庭人均收入

和放疗阶段!鼻咽部剂量等"

()!*+

量表全面概括了

生理!心理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健康概念#共有
,

个方

面
*+

条目$生理功能!生理职能!躯体疼痛!一般健

康!活力!社会功能!情感职能和精神健康%前
-

个方

面反映生理健康#后
-

个方面反映心理健康&

.

'

"

!"#

数据分析

使用
/011!"!"

软件对
()!*+

反映生理健康

的
!$

个条目! 反映心理健康的
$.

个条目分别构建

2/3

的部分评分模型
&4516

&

+

'

#评价模型的拟合效果

&个人分离指数(

4(2

)#等于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

条目阈值参数的排序#项目功能差异分析&

7

'

" 求出每

个患者的生理健康生存质量
89:;<=>?@ ABC6

和心理

健康生存质量
8DEFG?@ ABC'

#简称为生理
ABC

和心

理
ABC8

基于
2/3

求出的
ABC

#是潜在特质
'

" 根据

2/3

理论#它们的取值范围一般在
H-I-

之间#取值

越高表示生存质量越好" 采用均数
"

标准差对生理!

心理
ABC

进行描述#采用
G

检验!方差分析对不同

人口学资料进行比较" 把基本资料当作自

变量#生理!心理
ABC

分别作为因变量#建

立多重线性回归方程#使用前进法筛选出

患者生存质量的影响因素#

4JKLK.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结 果

本调查共纳入
.!+

例
M45

患者#生理

健康模型的
4(2N"L,.O"L,"

#表明该模型拟

合效果良好%所有患者生理
ABC

的估计值

服从正态分布
&

均数
"L,+

#标准差
"L,%6

%心

理健康模型的
4(2N"L,+O"L,"

#表明该模型

拟合效果良好%所有患者心理
ABC

的估计

值服从正态分布
&

均数
"L*,

#标准差
"L,*6

"

生理
ABC

与性别!婚姻!语言!临床分

期!鼻咽部剂量!放射疗程均无关
&4O"L".6

%

与其它慢性病!家庭人均收入!治疗方法和

放疗阶段有关
&4J"L".6

#放疗前患者的生理

ABC

较高#正在放疗者生理
ABC

最低#随

着放疗后时间的延长# 生理
ABC

逐渐升

高#但是达不到放疗前的水平
&4J"L".6

" 心

理
ABC

与性别!婚姻!语言!其它慢性病!

临床分期!鼻咽部剂量!放射疗程均无关
&4O"L".6

%与

家庭人均收入!治疗方法和放疗阶段有关
&4J"L".6

"

家庭人均收入较低者#其心理
ABC

较低%放疗前患

者的心理
ABC

较高#正在放疗者的心理
ABC

最低#

随着放疗后时间的延长#心理
ABC

逐渐升高#甚至

超过放疗前的水平
&4J"L".6

" 见表
$

"

多重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生理
ABC

的影响因素

有放疗阶段!治疗方法!其它慢性病!家庭人均收入"

对比正在放疗的患者#放疗后
!$

年!

I.

年!

O.

年患

者有较低的生理
ABC&4J"L".6

%对比单纯放疗!无其

它慢性病的患者#放化疗!有其它慢性病者有较低的

生理
ABC&4J"L".6

%对比低收入患者#高收入患者有

较高的生理
ABC&4J"L".6

" 心理
ABC

的影响因素有

放疗阶段!治疗方法!家庭人均收入" 对比正在放疗

的患者#放疗后
!$

年!

I.

年!

O.

年患者有较高的心

理
ABC&4J"L".6

%对比单纯放疗的患者#放化疗患者

有较低的心理
ABC&4J"L".6

%对比低收入患者#高收

入患者有较高的心理
ABC&4J"L".6

" 见表
!

"

表
$

不同临床特征鼻咽癌患者的生理!心理
ABC

临床特征 例数 生理
ABC

心理
ABC

性别 男性
*,% "L,%""L%" "L-$""L,.

女性
$*7 "L77""L,7 "L*!""L77

婚姻状况 未婚
*- $L"$""L," "L."""L+*

已婚
-%! "L,.""L%" "L*,""L,-

语言 粤语
*-* "L,$""L,+ "L-$""L,$

其他
$,* "L%*""L%- "L**""L,+

其它慢性病 无
-!- "L,%""L%$

P

KL-#"KL,*

有
#K! KL7K"KL,! KL!,"KL,#

临床分期
!Q" $++ KL,+"KL%K KL*%"KL,K

#Q$ *+K KL,$"KL,! KL*7"KL%.

家庭人均收入
!$KKK !$K KL7$"KL,*

P

KL!*"KL7!

P

(元
R

月)

O$KKK !.K KL%."KL%* KL-%"KL%K

不清楚
++ KL%-"KL,* KL-+"KL7,

鼻咽部剂量(

S;

)

!7K !7% KL,$"KL,, KL-$"KL,%

O7K !-7 KL7%"KL,, KL*!"KL77

放射疗程
$ *,+ KL,!"KL,7 KL*7"KL,.

O$ $-K KL7."KL%$ KL*."KL,$

治疗方法 放疗
Q

化疗
!.% KL7!"KL7%

P

KL!7"KL7K

P

单纯放疗
!+7 KL,%"KL%. KL-7"KL%-

放疗阶段 放疗前
7. $L$+"KL,.

P

KL-%"KL7-

P

正在放疗
$7* KL+$"KL,! KL$*"KL++

放疗后
$

年内
$!, KL%K"KL,. KL-+"KL,-

放疗后
.

年内
$K- KL%*"KL%- KL.$"KL%+

放疗
.

年后
-+ KL%-"KL%! KL+7"KL%-

P

$

4JKLK.

"

论 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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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 论

项目反应理论认为个体对每一个项目的反应行

为直接反映了其潜在特质的强弱! 并将潜在特质和

作答的行为反映在同一曲线上! 研究对象的潜在特

质越差!对项目选择低分的概率就越大"研究对象的

潜在特质越高!对项目选择高分的概率就越大"可以

根据研究对象的作答推测出患者的潜在特质! 其可

以更为本质地反映患者的
'()

!更加适合量表的分

析评价# 而且项目反应理论把选项当作等级资料进

行分析! 而不像经典测量理论把选项当作连续型变

量进行评价!更加符合实际情况#使用项目反应理论

得出的生存质量更加适合用于临床评价! 本研究的

探索也为以后项目反应理论用于研发相关的量表提

供了基础#

本研究结果显示!所有患者生理
'()

平均得分

为
"*+,

! 心理
'()

平均得分为
"*&+

! 患者的生理

'()

高于心理
'()

!说明鼻咽癌对患者的心理健康

影响更为严重#

本研究结果表明影响鼻咽癌患者生存质量的因

素主要包括放疗阶段$治疗方法$其它慢性病$家庭

人均收入# 放疗前患者的生理
'()

最高!正在接受

放疗患者的
'()

最低! 随着放疗后时间的延长!

'()

逐渐升高!但是达不到放疗前的水平# 说明放

疗对患者
'()

的损害是非常严重的!比如放疗引起

的口咽部疼痛$ 对日常生活和一般健康状况造成损

害!这种损害伴随患者的终生!放疗后期的患者生存

质量虽有回升! 但仍低于放疗前# 而患者的心理

'()

表现出不一样的趋势%放疗前患者的心理
'()

较低!正在接受放疗患者的
'()

最低!随着放疗后

时间的延长!

'()

逐渐升高! 放疗
-

年后的患者

'()

最高!这可能与生存期长的患者心态更乐观有

关# 这与之前的研究也比较一致&

+

'

#

家庭人均收入越低的人群!其生理$心理
'()

越低#因鼻咽癌相关治疗费用比较昂贵!经济一般的

家庭难于承受高额治疗费用!导致其
'()

较低# 这

与相关研究结果一致 &

%.$$

'

# 治疗方法对生理$ 心理

'()

存在影响!单纯放疗患者的生理$心理
'()

优

于放化疗患者! 说明放疗和化疗的联合作用对患者

的有较大的损伤作用!导致患者有较低的生存质量#

其它慢性病与生理
'()

有关!有其它慢性病的鼻咽

癌患者!由于遭受多重疾病的困扰!妨碍了其正常的

生理活动!影响其健康状况!使得生理
'()

较低"但

是患其它慢性病对患者的心理健康并没有造成影

响!这跟
/012

等&

#!

'的结果一致#

综上所述!临床医生对鼻咽癌患者进行治疗时!

应该更多的关注有其它慢性病$ 家庭人均收入低及

接受放化疗的患者# 另外! 在对患者进行放射治疗

表
!

生理!心理
'()

影响因素的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指标 影响因素
3 45 %-678 9

生理
'()

放疗阶段(以正在放疗为参照)

:;*;;$

放疗后
$

年内
<;*!+ ;*$; <;*=+.<;*;+ ;*;;-

放疗后
-

年内
<;*&$ ;*$$ <;*-!.<;*$; ;*;;=

放疗
-

年后
<;*&, ;*$= <;*,=.<;*;+ ;*;$!

治疗方法(以单纯放疗为参照)

<;*$> ;*;+ <;*&&.<;*;$ ;*;&,

其它慢性病(以有为参照)

;*$% ;*;> ?;*;-.;*&& ;*;;!

家庭人均收入
@

以
!$"""

元
A

月为参照
B ;*;!-

C#;;;

元
A

月
;*!! ;*;% ;*;=.;*&% ;*;#=

不清楚
;*!, ;*#& ;*;;.;*-! ;*;=>

心理
'()

放疗阶段(以正在放疗中为参照)

:;*;;#

放疗后
#

年内
;*!% ;*#; ;*#;.;*=+ ;*;;!

放疗后
-

年内
;*&- ;*#; ;*#-.;*-- ;*;;#

放疗
-

年后
;*-# ;*#& ;*!-.;*>> :;*;;#

治疗方法(以单纯放疗为参照)

<;*!# ;*;+ <;*&,.<;*;, ;*;;,

家庭人均收入
@

以
!#;;;

元
A

月为参照
B ;*;;#

C#;;;

元
A

月
;*&; ;*;+ ;*#=.;*=, :;*;;#

不清楚
;*#% ;*#! <;*;-.;*=& ;*#!;

论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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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该结合循证医学的特点!基于患者的情况!采

取最佳的放疗方案!降低放疗对患者生理上的损伤"

同时多对患者进行心理辅导!减轻患者心理痛苦!最

大限度地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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