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惡疾擺在眼前，病魔
必須面對。為何有些人撐
得住，有些卻被擊潰呢？

馮淑敏博士說：「心
理質素較好的病人，在知
道患病後初期都感到不開
心，之後求醫，見過多名醫生，搜索過很多治療癌症資料，當確診、
搜齊資料及了解治療過程後，人便會定下來，安心接受治療。

但有些病人本身已長期飽受各種事情困擾，所以就算遇上小事件
都可以成為駱駝背上的最後一根稻草，令她們失去平衡，何況是癌
症！乳癌令她們情緒崩潰，最終壓力爆煲，以致陷入困境。」 

馮博士說明白癌症患者必定會非常擔心，食不下嚥、睡不安寧，
但這對病情沒有幫助，她希望患者能明白在驚惶過後，應積極面對治
療，而在治療期間，聽從醫護人員建議，自己好好配合，方是對自己
最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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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香港癌症資料統計中心最新數字，每年有三千五百名婦女患
乳癌，每十七名女士便有一名患者。

當病症要來時始終要面對，如果心理質素較弱，有機會因而被擊
潰，無法面對治療，無法面對人生。養和醫院臨牀醫療心理學中心副
主任馮淑敏博士說，很多時病人在面對惡疾初期會採取逃避態度，明
明已出現病徵，卻不肯求醫檢查清楚，這往往是造成悲劇的第一步。

馮博士說：「當人面對嚴重疾病時，首先一定會驚惶，有時恐懼
大於一切，無法面對時便會逃避，或拒絕承認。有不少人就以身邊有
更重要的事需處理作為擋箭牌，不去正視惡疾，最後事情辦好，卻賠
上性命。」

馮博士解釋，人得悉壞消息時都會經歷四個心理變化，分別是震
驚、否認、憤怒、接受等，乳癌病人亦如是。之後有些人會積極面
對，有些人會墮入傷心、抑鬱的循環，無法走出困局。

驚魂甫定
安心治療 面對壞消息

心理變化四階段

▲ 當出現病徵或者懷疑患上乳癌，及
早見醫生檢查清楚，方為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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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治療癌症期間，無論手術、化療或電療，都會出現不少副作用，如何
捱過，病人心理質素很重要。馮博士說，現今醫學發達，治療技術好，病人應專心
面對治療，不要過分擔憂死亡。

她舉出早年遇過其他癌症病人的例子，以作參考：

兩位血癌病人需要進行骨髓移植手術，其中一位男病人病情較淺，治癒率高達七至八成；
另一位女病人則只有二至三成的治癒機會。但結果是較能把持目標、具備更堅毅態度、也積極
面對治療的女病人能夠完成治療離開骨髓移植中心，而另一位男病人卻因過度的惶恐不安影響
身體，最終無法完成治療。

如果患者只看到患癌的苦果，看到死亡，行為也自然消
極；但若果她們向成功戰勝乳癌的同路人取經，了解她們憑藉
甚麼度過難關，汲取她們的經驗，採取有用的應對，加上有同
路人的支持，互相扶持及鼓勵，抗癌道路上走得相對輕鬆。

馮博士在醫院的癌症病人支援小組中，看到不少病人分享
度過難關的心聲，不少人說人生難免一死，死沒有甚麼可怕，
而自己只是比別人早一步面對死亡而已。當病人能想通這一
點，便不會再害怕，之後自然能豁達面對治療。

考慮需要 充份準備
乳癌病人在接受治療過程中，其中一項是手術，到底

選擇局部切除或是全乳切除，如需要進行全乳切除，是否
進行乳房重建手術，就令患者更添煩憂。

馮博士說，不少乳癌患者在接受治療時，一心只想徹
底斬斷癌根，故選擇了徹底切除全乳，又沒有選擇進行乳
房重建手術，這類情況日後或許會帶到負面情緒。「乳房
是女性的象徵，失去乳房後或會帶來一些困擾，而實際的
影響亦包括外觀、日後穿戴胸圍時的不便、體態平衡、甚
至穿衣服問題等；患者日後的生活或受影響，產生自卑、
自覺不完美之感，誤會丈夫不愛自己，拒絕與丈夫親熱等
都是會出現的情況。」馮淑敏博士說。

所以如婦女在接受治療前，應先考慮周全，避免日後
造成心理障礙，有需要時應向專業人士求助。

適當獎勵 強意志

當家人或朋友患癌，親友都熱切地給予
支援，這些力量有助患者度過困境，但馮博
士提醒，如果過度熱心，有時會變成無形的
壓力，不但無法支援患者，更會令對方增添
煩憂。她就遇過一位經多方友好安排接受心
理輔導的病人，會面時發現他其實並無太大
困擾，但為了「順」朋友的好意而被逼接受
輔導。馮博士感受到這病人因朋友的好意和
熱心，反而加添了不少壓力。

馮博士說，希望幫癌症病人度過難關的
親友，除了心理上的支援、提供醫療資料供
選擇外，應給予患者空間，切忌過分熱心。
反而一些生活支援，例如協助患者帶兒女上
學下課，幫患者買餸、煮飯等，比不斷提供
意見來得更為實際。

當一切治療細節已掌握，患者在接受治療期間就應好好面對及應
付，包括如何減輕術後的痛楚及不適，如何應付化療或電療期間的副
作用等。

馮博士指出乳癌病人在接受治療期間，在身體情況許可下，可以
多做一些正常的活動，如運動、約朋友見面、出席癌症病人支援小組
等，盡量令自己心情保持開朗。

「有些患者很懂得令自己開心，例如當身體和精神較好時，便給
自己打扮一下，戴上漂亮假髮或包上頭巾，到高級餐廳吃一頓美食，
或買件禮物或新衣服送給自己，作為努力接受治療後的獎勵。」馮博
士說。

能保持樂觀心態，是度過乳癌治療
難關的靈丹妙藥。

三大支援 助度困境
能度過難關的癌症病人，究竟有何特質？馮淑敏博士

說根據臨牀經驗，發現她們都有以下三大特質：

個人心理質素，即底分。底分愈高，面對困難能力
愈強。

身邊有多少支援？這不單是家人、朋友、同路人，
還有自己如何視身邊人或事作為支持自己奮戰的
支援和目標，例如有癌症母親為了能好好照顧兩名
兒女而不能倒下，她視兒女作為自己的支援，最終打敗癌症。

醫護人員的支援。很多病人會擔心治療艱辛，亦會懷疑自己能否捱得過，或會
懷疑這是否適合自己的療程，在此過程中，醫護人員的專業意見及關心最為重要。當
患者找到專業可靠的醫護人員後，便能全心全意投入治療。

▲ 家人、朋友及醫護人員的支援，

是病人度過難關的契機。

▲

 吃一口甜品，是給自己的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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