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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分析成都市老年慢性病患者的社会支持网!为系统构建和完善城市社区慢性病老人养老体系提供参考%方

法
!

自行设计调查问卷!采取方便抽样法对成都市
!()

例老年慢性病患者进行调查%结果
!

调查对象中
+

种&

!

种&

(

种及以上慢

性病患病率分别为
"'&*)$

&

!,&,*$

&

+"&(*$

%老年慢性病患者经济&照料和精神支持需求分别为
''&,%$

&

"%&%%$

和
,*&!%$

!

文化程度&固定月收入&月均疾病费用&患慢性病种数及患慢性病时间影响社会支持需求%经济&照料&精神支持程度得分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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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固定收入&患病时间&疾病费用影响社会支持程度%经济和

照料支持主要来自配偶和子女#精神支持除来自家庭内!部分来自家庭外%结论
!

构建完善的社区&家庭等多种途径的社会支持

网!有利于提高老年慢性病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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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LA8LA@

M

TQ9Q@BOB

>

2?N;OB2?NQ

>>

;CK@AKU;CZ;ROLC;@BOTBNA2NAA?TAC?

V

K;

>

C;PBTACARAC1

A@OAR;CN

V

NKA92KBO2??

V

YQB?TB@

M

2@T

>

ACRAOKB@

M

KLA

>

A@NB;@N

V

NKA9;RQCY2@O;99Q@BK

V

OLC;@BOTBNA2NAA?TAC?

V

&8/)9-+(

!

6LANA?R1

TANB

M

@AT

4

QANKB;@@2BCA2@TO;@PA@BA@OAN29

>

?B@

M

9AKL;TUACA2T;

>

KATK;

>

ACR;C9KLAB@PANKB

M

2KB;@;@!()2

M

AT

>

2KBA@KNUBKLOLC;1

@BOTBNA2NARC;98LA@

M

TQ8BK

V

&:/(*#)(

!

6LA

>

CAP2?A@OAC2KAN;R;@A

)

KU;

)

KLCAA;C9;CAOLC;@BOTBNA2NANUACA"'&*)$

)

!,&,*$

2@T+"&(*$CAN

>

AOKBPA?

V

&6LATA92@TNR;CAO;@;9BO

)

O2CA2@TN

>

BCBKQ2?NQ

>>

;CKB@KLAA?TAC?

V>

2KBA@KNUBKLOLC;@BOTBNA2NAUACA

''&,%$

)

"%&%%$2@T,*&!%$CAN

>

AOKBPA?

V

&6LAATQO2KB;@TA

M

CAA

)

RB<AT9;@KL?

V

B@O;9A

)

9;@KL?

V

2PAC2

M

AO;NK;RTBNA2NA

)

@Q9YAC

2@TKB9A;RNQRRACB@

M

RC;9OLC;@BOTBNA2NAN2RRAOKATKLATA92@TNR;CN;OB2?NQ

>>

;CK&6LAAO;@;9BO

)

O2CA2@TN;OB2?NQ

>>

;CKTA

M

CAAN

UACA

"

(&,!c+&(,

$)"

(&#%c+&+#

$

2@T

"

(&')c+&%*

$

>

;B@KCAN

>

AOKBPA?

V

&IAPA?;RATQO2KB;@

)

92CBK2?NK2KQN

)

RB<ATB@O;9A

)

TQC2KB;@;R

B??@ANN

)

2@TO;NK;RB??@ANN2RRAOKATKLAN;OB2?NQ

>>

;CKTA

M

CAA&6LAAO;@;9BO2@TO2CANQ

>>

;CK92B@?

V

O29ARC;9KLAN

>

;QNAN2@TOLB?1

TCA@

)

YQKKLAN

>

BCBKQ2?NQ

>>

;CK@;K;@?

V

O29ARC;9KLAB@NBTAR29B?

V

)

YQK2?N;KLA

>

2CKO29ARC;9KLA;QKNBTAR29B?

V

&"-%&#*($-%

!

8;@NKCQOKB@

M

2

>

ACRAOKN;OB2?NQ

>>

;CK@AKU;CZUBKL9Q?KB

>

?A2

>>

C;2OLAN;RO;99Q@BK

V

2@TR29B?

V

BNO;@TQOBPAK;B9

>

C;PAKLA

4

Q2?BK

V

;R?BRAB@OLC;@BOTBNA2NAA?TAC?

V

&

&

;/

,

<-0+(

'

!

A?TAC?

V>

2KBA@KNUBKLOLC;@BOTBNA2NA

%

N;OB2?NQ

>>

;CK@AKU;CZ

%

ARRAOK2@2?

V

NBN

!!

+社会支持,一词
!%

世纪
,%

年代首次出现在美国精神病

学研究中)

*%

年代末开始广泛见于社会学#心理学#医学#精神

病学等领域&

+1!

'

(社会支持是一个复杂#多维度的概念)是指一

定社会网络运用物质和精神手段对社会支持客体提供帮助的

一种选择性社会行为)是研究弱势群体增能的理论(个人能借

以获得各种资源支持"如金钱#情感#照料等$的社会网络即为

社会支持网&

(

'

(国内社会支持网研究始于
!%

世纪
#%

年代(

研究认为)社会支持网规模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呈正相关)尤

以经济支持网影响最大&

)

'

(老年慢性病患者因其身心健康问

题)经济#照料#精神等需求增加&

"

'

)是老年人中的弱势群体(

本研究以成都市
!()

例老年慢性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对其社

会支持网进行调查分析)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
*a+%

月)以方便抽样方法)在成都

市
'

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

家医院及公园#社区广场等场所

对老年慢性病患者进行调查(纳入标准为!成都市户籍)年龄

'%

岁及以上)经医院确诊患有慢性疾病)思维和表达能力正

常)愿意配合的老年人)共
!()

名(其中男
++(

名"

)*&($

$)女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资助科研项目"

+'H.%%(%

$%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研课题"

+,7D('+

$%成都医学院四川应用心理学研究

中心资助项目"

8H\I+,!%%#

$(

!

作者简介$阎红"

+#,+a

$)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社区护理#护理教育的研究(

!

'

!

通信作者)

0192B?

!

I++#G[

$

+'(&O;9

(



+!+

名"

"+&,$

$%年龄
'%

!

#,

岁)平均"

,!&#)c'&#+

$岁(独

居
+#

名"

*&+$

$)与配偶居住者
+),

名"

'!&*$

$)和子女同住

++)

名"

)*&,$

$)与亲戚等居住者
,*

名"

((&($

$(

=&>

!

方法

=&>&=

!

研究工具
!

以文献法#专家咨询法等设计和完善调查

问卷(调查内容涉及老年慢性病患者基本情况#社会支持程

度#社会支持来源
(

部分)共
!)

个条目(社会支持包含
(

个维

度)即经济支持#照料支持和精神支持&

'

'

(其中经济支持包括

金钱和物质支持两方面)照料支持包括身体照顾#家务帮助和

外出陪伴帮助
(

方面)精神支持包括社交帮助#情感支持和决

策支持
(

方面(对社会支持程度采用
IBZACK"

级评分)+从未

得到,+很少得到,+有时得到,+多能得到,+总能得到,分别赋值

+

!

"

分(社会支持来源有配偶#子女#孙子女等家庭内在支持

及亲属#保姆#邻居#朋友同事#社区工作者#养老服务员等家庭

外在支持(问卷
8C;@Y2OLfN

"

值为
%&*'#

)结构效度为
%&,!,

(

=&>&>

!

调查方法
!

由研究者和经培训的调查员进行问卷调

查(老年慢性病患者常因文化程度#理解力#视力等原因不能

自行填答问卷)故主要采取他评)由调查员询问并填答)避免对

问题理解的偏差影响结果)确保资料准确#完整和有效(调查

共发放问卷
!""

份)回收有效问卷
!()

份)有效回收率
#!$

(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H7HH+,&%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用
FcD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或方差分析%计数

资料采用率表示)组间分析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慢性病患病情况
!

调查对象中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

脑卒中#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病率分别为
"'&*$

#

)+&%$

#

+,&"$

#

+%&,$

#

+(&,$

)类风湿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等其

他慢性病为
+(&,$

(

+

种#

!

种#

(

种及以上慢性病患病率分别

为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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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支持需求及分析
!

过去或目前因慢性病陷入经济困

境需经济支持者#需照顾者和因病焦虑者分别为
+"'

名

"

''&,%$

$#

++,

名"

"%&%%$

$和
+*(

名"

,*&!%$

$(教育#婚姻#

收入及患慢性病情况等因素对社会支持需求的影响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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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学特征及患慢性病情况与社会支持需求的分析"&

!

'

$

#

项目
因病需经济支持人数

是 否

因病需照料人数

是 否

因病致焦虑人数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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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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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学特征及患慢性病情况与社会支持程度的分析&

FcD

(分'

项目 经济支持程度
<

*

S "

照料支持程度
<

*

S "

精神支持程度
<

*

S "

性别
(&*%% %&%"! !&+)" %&+)) %&,*+ %&(,*

!

男
(&"+c+&)+ (&,)c+&!( (&",c+&%"

!

女
(&#!c+&(% )&%"c+&+) (&,+c+&++

年龄"岁$

+&'!% %&!%% (&%%" %&%"+ +&,'" %&+,(

!

'%

!#

," (&'%c+&(, (&,)c+&!( (&"*c+&%,

!

,"

!#

*" (&*'c+&(# )&++c+&++ (&',c+&++

!%

*" )&+"c+&%, )&+#c+&%( )&+"c%&#%

文化程度
(&'*+ %&%!, (&#*% %&%!% +&*"" %&+"#

!

小学及以下
(&,*c+&(% (&#)c+&+# (&'*c%&##

!

中学
(&),c+&(# (&'*c+&!% (&"%c+&%*

!

大专及以上
)&+%c+&(, )&!'c+&%* (&*'c+&!%

婚姻状况
+&,%' %&+*) )&!)' %&%+" !&)"" %&%**

!

在婚
(&,+c+&)+ (&#(c+&+* (&'*c+&%*

!

离异*丧偶
(&,#c+&!, (&#%c+&+" (&'+c+&%,

!

未婚
!&%%c%&%% +&"%c%&,+ !&%%c%&,+

固定收入"元*月$

!&*+% %&%'! )&%+( %&%+# !&(*" %&%#)

!#

+%%% )&+(c%&** )&()c%&*% (&#,c%&,%

!

+%%%

!#

!%%% (&*(c+&%' (&#*c%&#) (&''c%&*"

!%

!%%% (&,!c+&(, (&,"c+&(( (&""c+&!!

患病种数"种$

!&%!# %&+() !&'(+ %&%,) %&,)* %&),"

!

+ (&'(c+&() (&,"c+&!+ (&",c+&%*

!

! (&',c+&)+ )&%'c+&+* (&,+c+&%#

!%

( )&+)c+&(' )&+,c+&%' (&,#c+&%#

患病时间"年$

+&"() %&!+* +&!'' %&!*) )&(+# %&%+)

!#

" (&""c+&(' (&,)c+&!% (&)"c+&%)

!

"

!#

+% (&'(c+&(" (&*'c+&++ (&),c%&#)

!%

+% (&*#c+&(* )&%(c+&!+ (&*,c+&+"

疾病费用"元*月$

)&*', %&%%# ,&'!# %&%%+ (&),) %&%((

!#

+%%% (&*,c+&(( )&%#c+&+' (&,)c+&%*

!

+%%%

!#

!%%% (&%(c+&(% (&!'c+&%# (&+,c%&**

!%

!%%% (&'(c+&)) (&'"c+&+# (&'+c+&+)

表
(

!!

老年慢性病患者社会支持来源分析"&

!

'

$

#

项目
经济支持人数

金钱 物质

照料支持人数

身体 家务 外出陪伴

精神支持人数

社交 情感 决策

配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子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孙子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兄弟姐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他亲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保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邻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朋友同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社区工作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养老服务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社会支持程度及分析
!

经济#照料及精神支持程度得分

分别为"

(&,!c+&(,

$#"

(&#%c+&+#

$#"

(&')c+&%*

$分(人口

学特征及患慢性病情况对社会支持各维度的影响见表
!

(

>&?

!

社会支持来源分析
!

老年慢性病患者家庭内外社会支持

来源状况见表
(

(

!

!

讨
!!

论

!&=

!

关注老年慢性病患者社会支持需求满足的影响因素
!

老

年慢性病患者因病需经济#照料和精神支持的人数均超过

"%&%$

)尤其因病焦虑需精神支持者达
,*&!$

(研究显示)老

年慢性病患者社会支持度与抑郁得分呈负相关&

,1*

'

(由于慢性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病具有病程长甚至持续终身#不易治愈#疾病后期易产生多种

并发症#需长期治疗和护理#严重影响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等

特点)不仅经济#照料支持需求增加)且常使慢性病患者产生负

性情绪&

#

'

)如主观感觉异常#心境不佳#被动依赖#多疑#神经过

敏#紧张#焦虑等)因此较无病老年人更需得到来自家人#亲属#

朋友#同事#邻里等的关心和安慰(

由表
+

可知)文化程度#固定月收入#月均疾病费用#患慢

性病种数及患慢性病时间分别对不同维度的社会支持有影响)

与齐玉玲等&

"

'研究结果一致(被调查老年人多已退休)或因年

老体弱致劳动能力下降)经济收入减少)尤其文化程度低者常

收入更少)除维持日常生活所需开支外)长期慢性病的治疗护

理费用多带来一定经济压力(据
GEX

估计)慢性病防治占中

国医疗费用的
*%$

&

+%

'

(城市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居民可

办理特殊门诊或通过医疗保险对部分费用进行报销)减轻了经

济负担)但仍有
''&,$

的被调查老年慢性病患者存在一定经

济支持需求(一般而言)文化程度低者主动获取疾病相关知识

的能力较差)自我护理能力较弱)因此照料需求可能更高%慢性

病治疗护理费用高者说明病情较重或因病情控制不佳致多次

住院花费较多)因此影响照料需求(调查对象中
!

种及以上慢

性病者占
)(&!$

)患病种数越多)时间越长)病情越复杂%且其

服药种类多)易产生不良反应%加之治疗护理费用较高等原因)

因此更易出现负性情绪)致精神支持需求增加(

!&>

!

采取多种途径提高老年慢性病患者的社会支持程度
!

老

年慢性病患者经济#照料和精神支持程度均处于中等水平)影

响老年生活质量(由表
!

可知)文化程度#疾病费用影响经济

支持程度)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固定收入及疾病费用影响照料

支持程度(目前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对居家老年慢性病患者已

提供一定社会支持)如免费监测血压#血脂#血糖)免费注射肺

炎疫苗等)但因部分居民健康意识不高)或社区宣传力度不够)

仍有部分老年慢性病患者不知晓相关政策)因而未能享有(需

采取多种途径提高其社会支持程度(社区应加大针对老年慢

性病患者健康相关政策的宣传力度%通过举办健康知识讲座#

义诊#健康咨询等途径提高其健康意识%提倡家庭内子女#孙子

女等给予力所能及的疾病治疗护理费用的支持)因疾病导致自

理能力下降时予以适当身体照顾#家务帮助等%家庭成员多沟

通#多理解)缓解焦虑&

++

'

%需要时可寻求家政服务人员#社区工

作者等家庭外在支持(尤其对患病时间长#患病种数多#疾病

费用高的老年慢性病患者应加强支持力度(

!&!

!

指导老年慢性病患者主动获取并充分利用多种来源的社

会支持)提高生活质量
!

由表
(

可知)无论经济#照料还是精神

支持)目前都主要来自家庭内的配偶和子女)尤其经济和照料

支持)保姆仅能提供照料支持)其他来源的支持普遍较少(此

外)精神支持来源稍广)如邻居#朋友同事#其他亲属提供了部

分社交支持)兄弟姐妹#其他亲属#朋友同事提供了部分情感支

持)兄弟姐妹#其他亲属提供了部分决策支持(子女的经济支

持对老年人身体健康和生活满意度的作用虽有限)但精神支持

却有很大促进作用&

+!

'

(良好的社会支持网可帮助人们减缓生

活压力)维护身心健康)可帮助老年人获得较高的幸福感#生活

满意度#积极情感和较低的消极情感)社会支持不足则易导致

身心疾病&

+(1+)

'

(因此应重视老年慢性病患者社会支持网的

构建(

目前城市除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提供的免费医护项目#特殊

门诊#医疗保险等形式的经济支持外)还有老年舞蹈队#乐器小

组#骑游队等多种适合老年人的社区活动开展)可满足部分精

神需求(此外)当老年慢性病患者有照料需求而家庭内支持较

少时)尤其对丧偶或失独等原因所致的独居老年慢性病患者)

可倡导社区有能力的健康老年人和志愿者的适当帮助和支

持&

+"

'

(同时社区可采取健康教育等手段让老年慢性病患者认

识自己所拥有的#可利用的社会支持)努力克服负性情绪)避免

被动依赖家人)主动获取来自家庭内外的多种来源的社会支

持)提高晚年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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