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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病人时间感知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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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癌症病人时间感知的概念、转变特点、影响因素、干预措施等方面进行综述，指出国内关于癌症病人时间感知的研究较少，
可借鉴国外相关研究的优点与不足，并进一步探索癌症病人时间感知影响因素，开展纵向前瞻性研究，以探讨其时间感知的纵向变
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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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是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主要原因之一 [1]，已

成为世界范围内人类发病和死亡的重要原因 [2⁃3]。据

统计，2020 年有 1 930 万例癌症新发病例和近 1 000 万

例癌症死亡病例，癌症病人人数的不断增长造成巨大

的社会压力。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病人的生理症状

得到控制，心理、精神、社会需求就显得尤为突出。识

别癌症病人的心理问题，制订与实施心理照护方案，已

成为目前肿瘤护理研究的热点 [4]。时间感知即个体对

时间流逝的主观体验，其与健康的心理功能之间存在

着密切联系 [5]。相关研究表明，癌症病人时间感知异

常主要表现为因时间有限性产生的精神障碍，生活满

意度降低，抑郁和绝望程度升高 [6]，癌症复发恐惧增

加 [7]，以及因时间不确定性产生的情绪困扰 [8]。时间感

知速度也被列为癌症病人焦虑评估及心理健康评估的

有效指标 [9]。医务人员可以通过识别病人异常的时间

感知发现其身心问题。因此，了解癌症病人时间感知

研究现状，制订及时、有效的干预策略，对促进病人心

理健康、提高生活质量至关重要。现对癌症病人时间

感知的概念界定、转变特点、影响因素及干预措施进行

综述，以便医务人员在护理实践中更加全面认识和理

解癌症病人时间感知的相关知识，以优化癌症病人生

活质量与情绪体验。

1 时间感知概念界定

个体的时间心理主要包含时序、时距及时间洞察

力 [10]。时间感知是时间心理中最核心的部分，其内涵

是指个体对事件持续性 (时距)和顺序性 (时序)的知

觉 [11]。国外学者认为时间感知是个体对时间流逝的主

观体验，Walsh[12]在 2003 年提出了这一定义并强调了

个体如何解读事件持续时间的概念。个体在实践过程

中逐渐形成时间感知，具有稳定性和倾向性的特点 [13]。

然而癌症诊断和治疗过程中产生的情绪苦闷和身体痛

苦等负性体验会使病人时间感知发生改变，国外研究

者将癌症病人的异常时间感知归结为时间结构的变

化 [14⁃15]，主要包括时间的有限性、不可预测性以及时间

速度变化。Hannum 等 [16]称由患癌带来的时间感知为

“异常时间”，打乱了病人生活和人生的计划。癌症病

人的时间感知超越了时间概念的客观性质，时间转变

速度和连续性发生巨大的转变 [17]，进一步关注了患病

后个体的主观时间体验。可从时间心理视角将时间洞

察力和时距知觉作为时间感知表现的不同层面进行分

析，总结病人异常时间体验的变化，并探讨相关的干预

措施。

2 癌症病人时间感知现状

2. 1　时间洞察力变化

个体对时间的感知首先通过时间洞察力表现出

来，而时间洞察力与时间体验直接相关，影响着个体的

决策和后续行动 [18]。不同个体具有不同的时间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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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即对时间的内隐或外显态度[19]。为测量个体的时间

洞察力，Zimbar Do等[20]编制了时间洞察力量表(ZTPI)，
该量表将个体的时间观分为 5 个维度，分别是过去积

极时间观、过去消极时间观、现在享乐观、宿命观及未

来观，这些时间洞察力反映了个体对时间的态度及价

值观。Guldager 等 [21]指出病人的时间洞察力会受到癌

症的影响，病人对未来时间持消极态度，对时间的思维

和想法转向过去和现在。Zeinab 等 [22]开展的研究结果

显示，对于癌症病人和照顾者来说，过去的负面观点与

较低的心理生活质量相关，而未来的观点与较高的心

理生活水平相关。个体感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方式

对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幸福感和情感、生活质量非常重

要。与 Federica 等 [23]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因此，病人

对未来和现在的时间感知影响其心理健康状况，需要

引起医务人员重视，促进病人时间洞察力向积极时间

观念转变。

2. 2　时距变化

时距知觉就是对时间的感知，与个体感知实践中

的具体分秒直接相关 [24]。测量时间感知速度的工具通

常为 1 min 间隔的前瞻性估计 [25⁃26]。其基于前瞻性时

间估计的认知模型表明个体对时间的感知依赖于具有

产生主观时间单位起搏器的内部时钟。另外，研究表

明，使用时间脉冲累积模型 [27]是时间知觉研究中的一

个主要范式，已被应用于从秒到多分钟的时间间隔的

前瞻性和回顾性时间估计的研究。然而，癌症病人对

时间的感知因遭受疾病的折磨而发生变化。研究表

明，癌症病人常会感知时间变慢，时间延长 [6]。Rovers
等 [28]研究表明，癌症病人认为时间变得缓慢且不可控

制。Moskalewicz 等 [14]调查研究发现化疗期间癌症病

人的时间感知会被扭曲，病人感知时间既减速又加速。

黄希庭等 [29]提出把时间感知分为不同的阶段，包

括对较远的未来，较近的未来以及以秒、分计时的近的

未来，每个尺度的时间感知都会受到许多因素的综合

影响 [30]。癌症病人未来时间的感知会受到病情影响而

发生改变。研究表明，癌症诊断这种具有潜在生命危

险的消息，会使病人感知未来时间的有限性，时间被压

缩从而产生时间加速感 [31⁃32]。Hannum 等 [16]研究指出

癌症病人经常自觉时间过得太快，没有足够的时间来

完成必要的事情。这表明癌症病人感知时间与他人的

时间不同步，具有加速 (时间压缩)或减速 (时间延长)的
特点。

2. 3　时间体验变化

确诊癌症后，癌症病人主观时间体验会发生变化，

这导致病人的时间感知被重塑。Ellingsen 等 [33]发现癌

症病人认为由癌症导致的情绪和身体负担使他们的时

间体验变得不可预测。超过 60% 的癌症病人坚持过

去、现在和未来时间是离散的，时间的连续性被中

断 [6]。这与 Rasmussen 等 [34]研究结果相一致。研究者

在采访病人时发现，癌症确诊导致病人对时间感知的

顺序性发生了逆转，病人开始以倒计时的方式计算生

命 [35]。癌症诊断破坏了病人正常的时间平衡，时间框

架并不能按病人预想的人生经历进行构建，扰乱了他

们的生活节奏，使未来时间具有不确定性 [36]。因此，通

过了解病人异常时间体验可以引导病人更好地规划未

来和有限时间，缓解病人无望感，促进积极的情绪调

节，重新调整他们对时间的看法。

3 癌症病人时间感知影响因素

3. 1　生理因素

疼痛是癌症病人常见且持续的症状之一，随着疾

病进展和症状的加剧，病人常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37]。

Rey 等 [38]对 40 名学生进行试验发现疼痛会导致个体主

观时间延长。疼痛会扭曲病人对时间的感知，由于疼

痛刺激引起的时间感知速度随着疼痛强度的增加而减

缓 [39]。Van Laarhoven 等 [6]的研究结果显示，癌症病人

感知时间速度越慢，痛苦症状就越严重，疼痛体验会影

响个体对时间的感知，使病人感受到的时间更加漫长。

因此，医务人员应该重视癌症病人的疼痛症状，及时给

予药物或其他降低疼痛的干预手段，帮助其缓解疼痛，

改善病人时间难熬的感受，促进其疾病治疗与康复。

3. 2　心理因素

个人的心理状态也对时间感知产生巨大影响 [40]。

积极的情绪会加快时间感知速度，而消极情绪会减慢

时间感知速度 [41]。Donev 等 [25]对 375 例癌症病人的时

间估计进行评估发现，癌症病人快速的时间感知与较

高的恐惧、悲伤和忧虑有关。时间感知速度快的癌症

病人具有更高的焦虑水平 [9]。然而，有研究表明，生活

质量较低、精神幸福感较低、焦虑程度较高的癌症病人

主观时间感知较慢 [42]。Vianna 等 [43]的研究发现，有负

面情绪症状的病人倾向于认为时间流逝缓慢。因此，

下一步研究需要深入探讨负面情绪与时间感知之间的

具体关系。医护人员在护理癌症病人的同时，需要对

病人的时间感知与情绪变化投入更多的关注，给予更

多的心理支持帮助其纠正异常时间感知。

3. 3　环境因素

疾病治疗使病人被局限在医院或者康复病房中，

导致病人原有的时间结构受到特定空间的时间制度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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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产生了不同的时间体验。Guldager 等 [21]对病人进

行访谈发现，病人的时间基本用于住院、就诊和康复，

使得他们几乎没有时间去开展他们的社会事业，病人

的时间结构变得单一。医院标准化的时间安排使得周

期性的治疗成为重要的时间单位，癌症病人的时间结

构受到冲击，病人经常会感到无聊、沮丧、生活限制从

而产生时间减速的感觉 [14]。加上狭小的房间限制了病

人多种活动。缺乏新鲜事件的体验，使病人会更加难

以忍受时间的缓慢 [35]。在时间体验层面，Hauge[44]的研

究中住院病人认为他们失去了对预期时间的控制，其

时间体验具有焦虑和不确定性的特征。因此，增加住

院病人相关社会活动的开展，可为改善病人异常时间

感知提供新思路。

4 癌症病人时间感知干预措施

4. 1　缓解消极体验

病人自觉时间流动缓慢很大程度上与病人生理和

心理上的痛苦有关，因此应采取相关措施缓解病人身

心痛苦，重构病人时间感知。研究表明，积极的心理疏

导等干预措施可以扩展愉悦感，使病人的感知时间相

对缩短 [45⁃46]。医务人员可以实施以护士为主导的心理

疏导干预方案，改善负性情绪，激励其建立积极的情绪

状态 [47]。同时，需要持续关注病人情绪变化，使病人对

时间感知保持敏感，注重疏导病人心理压力，促进病人

积极情绪的提升，从而缓解病人心理痛苦，促进时间感

知重构。针对病人身体上的痛苦，护理人员可以和病

人进行多次谈话，和病人交谈其比较感兴趣的话题，转

移病人的注意力，从而使病人的疼痛阈值提升[48]。通过

缓解病人生理和心理上的痛苦，使病人“难熬”的时间感

知有所改善，增加其愉悦感，以促进其积极的生活态度。

4. 2　增加社会活动

促进病人回归社会可以增加病人生命价值，减少

病人感知时间的不确定性 [36]。研究指出，当病人处于

社会工作状态时，其时间是结构化、聚焦的，病人的生

命和时间能够积极重构 [44]。Katsiaryna 等 [31]运用社会

情绪选择理论研究发现，亲密的社会关系能够促进病

人积极的情绪调节，从而重新调整他们对目前生活的

时间认知，时间变得更有意义。陈心想等 [35]发现，通过

开展体育锻炼及聊天等社会活动可以帮助癌症病人收

获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的积极体验，从而重构病人的

时间感知。提示社会活动的开展可以帮助癌症病人丰

富时间结构，获得积极的时间体验，同时可以促进病人

回归社会，更好地满足病人在高度脆弱情况下的社会

需求。

4. 3　时间疗法

时间疗法是一种基于津巴多时间理论的心理干预

方法，它可以帮助病人不断制定目标，达成目标，从而

使病人逐渐形成面向未来的时间感知，提高心理健康

水平 [49]。李敏等 [50]研究表明，时间疗法帮助早期胃癌

病人构建朝向未来的积极时间态度，提高病人心理素

质，有助于病人病情恢复。肖春红等 [51]运用时间疗法

与病人一起设定初步人生目标，激发病人对未来的憧

憬，增加病人治疗信心和积极情绪的产生。面向未来

的时间积极建构能够使癌症病人以一种新的方式重视

生命和时间，从而产生新的时间利用，使病人以积极的

态度去面对生活 [52]。因此，时间疗法是一种行之有效

的时间干预方法，可以帮助病人建构正确的时间感知，

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

5 小结

准确的时间感知对于帮助癌症病人避免负面情绪

的产生至关重要。医务人员应充分利用时间感知主观

体验性，帮助病人增加社会活动，丰富其时间体验并建

立其面向未来的时间朝向，以促进病人异常时间感知

重构，这对于提高癌症病人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具有

重要意义。目前，国内关于癌症病人时间感知的研究

较少，可以借鉴国外相关研究，并进一步探索癌症病人

时间感知影响因素，开展纵向前瞻性研究，以探讨癌症

病人时间感知的纵向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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