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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Snyder 理论对肺癌化疗患者影响因素分析及护理对策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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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阶段我国肺癌发病里呈现出愈发提升的趋势，对于肺癌患者而言，其不仅存在生理方面的痛苦，

同时其在面临死亡以及病痛时，可出现无助，绝望等多样化的不良情绪，进而对其希望水平产生严重的影响。希

望是人潜在的内部力量，属于主观感受，其对于人体身心健康具有多方面的意义。高水平的希望状态可提升患者

积极面对疾病治疗的信心，以降低其心理压力，改善应激水平。本文综述了基于 Snyder 理论对肺癌化疗患者影响

因素分析及护理对策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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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t the present stage, the incidence of lung cancer in China has shown an increasing trend. For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there is not only physiological pain, but also helplessness, despair and other diversified bad emotions in 
the face of death and pain, which will have a serious impact on their hope level. Hope is a potential internal power of 
human beings, which is subjective feeling, and has many meanings for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human beings. 
The high level of hope state can enhance the confidence of patients to actively face the treatment of disease, so as to reduce 
their psychological stress and improve the stress level.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factors analysis and 
nursing strategies for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treated with chemotherapy based on Snyder theory. 

【Keywords】Snyder theory; Lung cancer chemotherapy; Influencing factors; Nursing countermeasures; Research 
progress 

 
在人群生活方式以及生活环境不断改变的背景下，

现阶段我国肺癌病例总数呈现为高水平状态，已经成

为我国发病率及病死率位列前茅的恶性肿瘤。肺癌属

于出现于患者细支气管黏膜以及腺体的原发性恶性肿

瘤，在实际对此类患者进行干预的过程中，以手术为主，

放化疗以及免疫学疗法为辅，此类干预模式虽然对于

改善患者病情状态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其不可避免

的会使得患者出现多样化的不良反应，面对癌痛以及

生活质量降低，出现心理健康问题，进而影响其身心状

态以及预后，因而针对此类患者的干预，需要兼顾对于

患者心理状态以及希望水平的干预。希望属于癌症患

者积极应对疾病的重要力量，其属于积极的内在力量，

对于改善患者身心状态具有重要的作用。Miler 等于

1988 年提出希望的定义，其认为希望属于基于对美好

状态或食物的展望而产生的一种自我提升，或是从困

境肿释放的感觉。而 Snyder 等则针对希望进行了重新

的定义，其认为希望属于一种积极的状态，具有激励的

效果，是由相互作用的成就感形成，具体未实现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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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以及实现目标的途径。在心理学迅速发展的背景

下，现阶段针对希望等正向心理品质的研究愈发深入，

希望水平可进行量化，且与多方面的因素粗壮乃联系，

不同个体间希望水平及体验均存在明显的差异，同时

其能够被干预。本文将探究分析基于 Snyder 理论对肺

癌化疗患者影响因素分析及护理对策的研究进展，详

情如下所示。 
1 Snyder 理论概述 
希望理论属于积极心理学的重要流派，其具有较

长的发展历程，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希望便受到了

心理学家的灌注，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开展的持续徐

的探索，过程中提出了多样化的希望理论。最早由弗洛

伊德于医学领域提出了希望的概念，起认为希望在疾

病治疗以及康复阶段具有重要的意义。之后 Snyder 等
则提出了希望理论，在得到广泛认可的同时，于临床实

践过程中取得了较为客观的效果，起认为希望属于追

求动力思维以及路径思维的认知结合，属于主动动机

性状态。将 Snyder 理论融入肺癌化疗患者的干预过程

之中，可认为是：予以肺癌化疗患者新的希望，协助患

者建立科学合理的目标，同步提升患者路径思维以及

动力思维，进而改善患者希望水平以及创伤后的成长

水平，最终达到促进患者回复以及改善身心健康状态

的效果。现阶段 Snyder 理论已经在多种疾病的干预过

程中得到了应用，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如曹冬凌
[1]等人在肝癌患者的干预过程中，融入 Snyder 理论，

显著改善了患者希望水平以及疼痛程度，确保患者总

体康复效果的提升。同时李珍珍[2]等人等则 nyder 理论

融入肺癌化疗患者的干预过程之中，协助患者构建了

积极的心态，改善其希望水平，进而确保患者最终恢复

质量的可持续提升。 
2 Snyder 理论对肺癌化疗患者影响因素分析 
现阶段针对癌症患者希望的研究主要以量性研究

为主，其中希望水平的相关影响因素呈现出多样化的

特点，包括：人口学特征，社会支持情况，医学应对方

式，癌因性疲乏以及心理弹性等。 
2.1 人口社会学因素 
麻杰[3]等人的研究中显示：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

家庭经济状态均可对患者希望水平产生不同程度的影

响，患者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低，家庭经济越困难，

其癌因性疲乏表现越为强烈，希望水平则越低。受教育

程度不足类型的患者，难以形成对于疾病的正确认知，

使其希望水平显著降低，而家庭经济状态越好的患者，

其心理压力越小，希望水平越高。同时在周卫华[4]等人

选取了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化疗患者开展相关性研究，

发现此类患者希望水平呈现为低水平状态，同时受到

患者认知程度等方面因素的影响。 
2.2 癌因性疲乏因素 
癌因性疲乏主要表现于四个方面，分别为动作发

力，情感倦怠，身体疲倦以及意识疲倦，上述症状已经

逐步成为肺癌化疗患者的主要症状，当此类情况持续

存在时，会出现较大的不可预测性。而宋岩[5]等人则针

对 106 例肺癌化疗患者开展调查，发现 102 例患者疲

乏发生率为 100%，而希望水平呈现为低水平状态。指

出肺癌化疗患者爱隐形疲乏与希望水平之间存在密切

的联系，即癌因性疲乏水平越高，其希望水平越低。需

及时予以此类患者针对的护理干预，以最大程度的改

善其心理状态。 
2.3 社会支持因素 
社会支持是社会各方面所提供的物质，精神等维

度的支持，王莘[6]等人研究指出：对于肺癌患者而言，

其接受的社会支持水平越高，希望水平同样越高。因而

在对此类患者进行干预的过程中，通过落实针对性的

社会支持干预，可显著改善其希望水平，可为患者恢复

质量的提升打下基础。 
2.4 心理弹性因素 
心理弹性即个体通过保护性成功应对挫折后得到

的收获以及新出现的心理机制，其能够聚焦个体的正

性心理应答，进而促使个体在逆境中能够有效发挥自

身潜能。王静[7]等人的研究显示：肺癌患者心理弹性与

希望水平间为正比关系，当患者心理弹性越高，其希望

水平同样可得到显著的改善。因而针对肺癌患者的干

预，需要强化对于患者心理弹性的重视，落实全面且具

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确保患者恢复效果的提升。 
3 基于 Snyder 理论对肺癌化疗患者的护理对策研

究进展 
3.1 病友互助模式 
病友互助即引导层接受肺癌疾病治疗并取得优良

效果的患者，成为其他癌症患者服务并提供心理，精神，

社会支持的干预模式。此类模式对于改善患者心理状

态以及希望水平均具有积极的意义。如吴小妹[8]等人的

研究中显示：其针对肺癌患者募集了恢复效果优良的

志愿者，引导其协助护理人员开展针对患者的病房探

视交流，病例列举，讲述自身恢复经历以及经验，协助

落实心理护理等干预，有效为患者构建了恢复的信心，

改善了患者希望水平以及幸福感。 
3.2 “自我效能加油站”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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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效能即患者在面对事件时自我能力的主观判

断，认为自身是否能够达到某种特定目标的信念，此类

信念可通过针对性培养而树立。孙芬兰[9]等人则将自我

效能加油站护理模式融入肺癌患者的护理过程之中，

其从五个维度出发，即认知建立，经验学习，希望行治

疗，运动训练以及强化外部支持，优化对于患者的护理

措施，有效强化了患者信心状态，同时促使患者希望水

平得到显著改善。 
3.3 生活希望计划 
生活希望计划是针对癌症患者照护者所开展的干

预措施，其最早由加拿大学者提出，通过落实对于癌症

患者的针对性干预与指导，以达到间接提升患者希望

水平以及生活质量的效果。尹伟琴[10]等人在开展肺癌

患者护理工作的过程中，结合了生活希望计划，同步开

展对于患者家属及其照护人员的针对性干预与指导，

通过引导患者照护人员观看生活希望计划规划，书写

希望日记，落实阶段性目标的完成，在改善患者照护人

员希望水平的同时，间接予以患者心理、精神以及社会

等维度的积极影响，促使患者情绪状态以及希望水平

得到显著改善，确保其负担的降低，提升最终护理效果。 
4 结言 
对于肺癌患者而言，从确诊到接受治疗再到长期

管理，上述过程中患者不可避免的需要经理身心的痛

苦，经济的压力，人机关系障碍以及情感问题的影响，

使得患者心理以及情绪状态受到明显影响，最终促使

患者恢复效果降低。而希望水平的提升则能够为患者

提供积极的正向影响因素，为其树立与疾病斗争的内

在动力，以改善其最终的干预效果。多数肺癌患者希望

水平呈现为中等偏下的水平，其受到人口社会血因素，

癌因性疲乏因素，社会支持因素以及心理弹性等方面

因素的影响，如未能予以其针对性的护理干预，则可使

得患者身心状出现异常。而基于 Snyder 理论的护理则

能够通过积极心理学渠道，予以患者多样化的护理干

预措施（病友互助，自我效能加油站，生命希望干预等），

以改善患者希望水平，推定病情的恢复，确保其生存质

量的提升。但总体而言，现阶段针对基于 Snyder 理论

的护理仍处于探索阶段，对于不同类型肺癌患者希望

的影响因素同样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因而后续需不

断进行探索，以构建更为完善的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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