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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癌症概况香港癌症概况

近十年主要引致死亡原因

新症病人25,977
死于癌症12,839 

医疗专业人员重大挑战

ca 2009

医疗专业人员重大挑战

病人经历重大困扰  影响生活素质病人经历重大困扰, 影响生活素质



医护人员的挑战医护人员的挑战

促进希望 提升生活素质促进希望

应付疾病和面对死亡的重要

提升生活素质

生活素质 QOL 是描述和建
元素

临终时灵性上的其中一个特

Q 建
构身心健康的内容和意义

晚期癌症对个人具创伤，影
点(Herth, 2000)
希望是促进生活素质的要素
(R  1995)和对策

响生理、心理、社交、精神
及个体功能 (World Health 
O i ti  2009)(Rustoen, 1995)和对策

(Herth, 2000; Rustoen et al., 
2010)

Organization, 2009)
具意义的生活和心存有希望
是晚期癌症病人心理 精神2010)

希望是社会心理和灵性的资
源，用以促进晚期癌症病人

是晚期癌症病人心理、精神
健康不可或缺的元素 (Lin 
and Bauer-Wu, 2003)源，用以促进晚期癌症病人

的生活素质 (Clayton et al, 
2005) 

, )



希望与生活素质希望与生活素质

社交支持是促进希望的要素 – 晚期癌
症病人可向病人自助组织求助症病人可向病人自助组织求助

(Haldorsdottire and Hamrin, 1996; Herth, 1989,  Rusteon and 
Wiklund, 2000);

“活出希望” 计划 ，能促进病人的
生活素质

(Rustoen and Wiklund, 1998; Rustoen and Hanestad, 1998; (
Herth, 2000; Lin and Bauer, 2003)



香港晚期癌症病人的服务香港晚期癌症病人的服务

•护理咨询服务 •援助金及药物资助
基金

•家居支援 (陪诊/膳

•护理咨询服务

•癌症讲座

•在家照顾癌症病人护理
讲座

(
食/短暂照顾) 

•医疗辅助用品借用

讲座
信息

支援

实际

支援

心理治疗小组

支援 支援

灵性情绪

•生命故事回顾

•个人化的心理辅

•心理治疗小组

•心理教育工作坊

•专为晚期癌症病人而设的
节日活动

灵性

支援

情绪

支援
个 辅
导节日活动

•照顾者支持小组及服务

•家居支持(关怀探访服务) 



晚期癌症病人的活动晚期癌症病人的活动

爱 拥抱 希望 复发癌症病人 成爱、拥抱、希望- 复发癌症病人心理成
长小组长小组

癌症多面睇 – 与医护人员对谈工作坊

复发患者交流会

肺癌 肝胆胰 前列腺病人支持小组肺癌、肝胆胰、前列腺病人支持小组

佳节送温情 – 家居关顾病者节日关怀佳节送温情 – 家居关顾病者节日关怀

关怀家访



晚期癌症病人的感受晚期癌症病人的感受

我是一个晚期癌症病人

我感受到家人朋友的关心、 支持

我是一个晚期癌症病人

我感受到家人朋友的关心、 支持
我参加病人互助小组
我参与社交，户外活动
我明白生命就是这样

我感到絶望、无助， 像
被判了死刑！

我明白生命就是这样
生、老、病、死, 是人生必经阶段



这两位晚期癌症病
人 为什么有这样人，为什么有这样

不同的心境？

加拿大 Saskatchewan 大学科研小组研

究发现 让癌症病人参与一系列活动究发现，让癌症病人参与 系列活动
能促进病人心理健康，活出希望

有见及此，香港亦开展了类似活动， .. 



“活出希望”计划活出希望 计划
(Living With Hope Program)

加拿大 Saskatchewan 大学科研小组研
发发

是一项为晚期癌症病人而设的心理社是 项为晚期癌症病人而设的心理社
交支持计划 - 促进希望、增进生活素质

其服务对象为在家居进行纾缓治疗的
长者及晚期癌症病人的照顾者 (D l b  长者及晚期癌症病人的照顾者 (Duggleby 
et al, 2007) 



“活出希望”计划 - 香港活出希望 计划 - 香港

研究显示“活出希望 ＂能让病人拥有希望，

并促进生活素质

在小区进行的先导研究计划 检视“活出在小区进行的先导研究计划， 检视 活出
希望＂计划在照顾晚期癌症病人心理社交
需要的成效需要的成效。

有关计划的研究结果，可为加强香港晚期有关计划的研究结果，可为加强香港晚期
癌症病人的支持及心理社交照顾的作研究
参考用途参考用途。



“活出希望”计划的理念活出希望 计划的理念

影片 。榜样角色
促进希望影片

。提供信息

促进希望

转化希望

透过以下追寻人生意义:
希望活动

透过以下追寻人 意义
。生命回顾
。寻找价值
。遗赠

提升生活素质

。维持正面关系
。灵性



香港“活出希望＂计划香港 活出希望 计划

向晚期癌症病人介绍“活出希望＂

活动

观看描述“活出希望”的影片

每天進行 “希望”活動，為期兩星期



“希望＂活动希望 活动

　辨



时间表时间表

组别 第一天第一天 第二天第二天 第三天第三天

1 08/04/2010 23/04/2010 07/05/2010

2 13/07/2010 27/07/2010 10/08/2010

/ / / / / /3 15/10/2010 27/10/2010 12/11/2010



三个“活出希望＂活动三个 活出希望 活动



“活出希望＂计划的成效



认同“生命就是这样＂认同 生命就是这样

参与者趋向接受疾病 展望未来参与者趋向接受疾病， 展望未来



寻找生命的意义寻找生命的意义

参与者表示能够

找到 些反映生命意义的事物找到一些反映生命意义的事物

较正面地接受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较正面地接受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
件件



会谈摘录会谈摘录

自我的连系自我的连系



会谈摘录

欣慰及成就感
价值观和生命意义

感觉快乐温暖
检视过往助人经
验， 重拾信心

感觉快乐温暖

确认不可能达到的

对子女成长和他
们的成就感到欣
慰

成就或使命

感受到家人的热切
支援

反省反省
往昔关系



会谈摘录
维持个人价值

改善联系

体谅家人的辛劳 理解

癌症病人都是人

一定要保持身体健
体谅家人的辛劳， 理解
家人无私的支持， 决定
对康复抱正面态度

康

接受病患并要活得
快乐

因为有家人支持，所以
坚持活下去

快乐

希望能够活得越长
越好

对过去和现在的定位较
清晰，对将来亦较正面

越好

活在今天

舒发情绪的正面效果

把不开心的事写下来后，
学习正面地生活 感到舒缓

把痛苦经验写下来后，
感觉放松

正面重新评价
感觉放松



会谈摘录

难以记起

记不到记不到

不认同希望
活动可以改活动可以改
变多少希望 分享经验

与其他癌病人接
触可以分享经验
和互相帮助

获取知识

透过小组分享而获得更
和互相帮助

透过小组分享而获得更
多知识

其他意见
能够取得更多信息和对
疾病有更多了解



总结

认同 生命就是这样 生命的意义认同 生命就是这样

接受现实的改变 – 从过去到

现在

生命的意义

在检视过去到现在而寻找生
命的意义现在 命的意义

从遗赠家人的事物

晚期癌症病人的希望

正面重新评价

透过重新评价自己的处境及

获得知识

更有自信及乐观透过重新评价自己的处境及
期望，得以改变希望的模
式

更有自信及乐观

比自己情况较差患者相比, 
感觉受祝福式 感觉受祝福



结论结论

参与“活出希望计划＂的人士认为计划内参与 活出希望计划 的人士认为计划内
容可以接受

家人的支持和肯定存在价值能带给晚期癌
症病人希望症病人希望

晚期癌症病人希望的转化来自 :
认同生命就是这样认同生命就是这样

找到人生意义

正面重新评价

知识的获取知识的获取



感谢你的耐心聆听！感谢你的耐心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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