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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觉知压力和社会支持在独居老人孤独感与心理健康间的作用!为改善社区独居老人

孤独感和心理健康提供理论支持$方法
!

在浙江省湖州市采用多阶段抽样的方法选取社区独居老年人
/+*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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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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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使用中国心理健康量表"老年版#"

'=QG0E

#%孤独感量表"

_'M?

#%觉知压力量表"

'>II

#%

社会支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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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调查!采用
?=[I

模型和
>8['EII

程序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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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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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分("

/*31.76315

#分)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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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知压力在

孤独感与心理健康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作用占总效应的
4/3.,-

$社会支持负向调节孤独感与觉知压力之

间的路径系数!调节效应明显"

"

Hd,3,,/

!

!

#

,3,2

#!社会支持正向调节觉知压力与心理健康之间的路径系

数!调节效应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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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低社会支持水平下中介效应成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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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社会支持

的情况下中介效应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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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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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觉知压力在孤独感与心理健康间的中介效应受社

会支持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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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居老人是指身边没有子女或其他伙伴!因丧

偶"分居等原因只能自己单独生活的老年人#

!

$

%国家

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家庭发展报告'

"#!$

()

指出!我国老年人总数达
"%""

亿!独居老人约占老年

人口总数近
!#&

#

"

$

%随着人口的老龄化"人均寿命的

延长"家庭结构的简单化"家庭职能的渐弱化"人口流

动和迁移加速的客观现状!作为一个与日俱增"规模

不断扩大的老年特殊弱势群体!独居老人需要经历家

庭结构从核心或主干家庭到独居家庭的转型!以及生

命周期从中年到老年的转型#

'

$

%转型期间独居老人

的表现主要以孤独感"衰老感等为主#

(

$

%孤独感是老

人常见的负性情感体验#

$)*

$

!老年期的孤独感与焦虑"

抑郁情绪!甚至老年自杀等明显相关#

+),

$

%觉知压力

反应个体根据自身的标准对其生活状况的主观感受

评价%研究表明!觉知压力能直接负向预测老人的心

理健康#

!#

$

%还有研究表明!不同来源的社会支持对降

低孤独感水平"维护心理健康!以提高老人的生活质量

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

$

%社会支持为有益心理健康模型

的核心概念!作为个体应对压力时的必备资源!可以通

过个体对现实刺激的应对能力和顺应性!从社会关系

网络中主动或被动获得主观与客观上的物质和精神

帮助与支援!达到缓冲个人压力对健康损害的作用!

进而促进心理健康#

!")!(

$

%因此!本研究以有调节的中

介效应为研究假设模型!分析觉知压力和社会支持在

独居老人孤独感与心理健康间的作用!为社区独居老

人孤独感的改善与心理健康的维护提供理论支持%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以浙江省湖州市作为研究现场!与

民政局合作!初步了解独居老人的分布"综合经济状

况"地理位置"社区类型!采用多阶段抽样的方法选择

对象%'

!

(*在所管辖的两区'吴兴区及南浔区(共计

!"

个街道范围内!抽取
+

个街道办事处+'

"

(联系街道

办事处管理人员!在所管辖居民社区进行抽样!采用

入户调查进行方便抽样%'

'

(纳入标准*

!

意识清楚!

有语言表达能力或阅读能力!能与调查人员沟通+

"

"

*#

周岁+

#

对调查的内容知情同意!愿意配合+

$

符

合独居标准!身边没有子女或其他伙伴!因丧偶"分居

等原因!单独生活长达
!

年以上的老年人%'

(

(排除

标准*

!

非本地常住人口+

"

患有严重的心"肺"肾"肝

脏疾病以及恶性肿瘤等急慢性疾病和传染病者+

#

意

识障碍"定向力障碍"聋哑"精神疾病者%

!%"

!

方法

!%"

!

调查方法
!

经规范化培训的研究生向被调查对

象介绍本次调查科研目的"意义"价值及问卷填写的

要求与方法!征得调查对象同意后发放问卷!每份问

卷的填写时间为
!$

%

"$-./

%采取面对面的形式收

集资料%问卷回收后由研究者审核问卷!发现错漏及

时更正补充!确保调查问卷的质量%共发放问卷
(""

份!经两人逐一核查后!回收有效问卷
'0$

份!有效回

收率为
,!%"'&

%

!%"%"

!

调查工具
!

'

!

(自编一般资料调查表*包括性

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职业等%'

"

(中国心

理健康量表'老年版('

1234)5

(*采用由吴振云等#

!$

$

编制的
1234)5

!共
*0

个条目!包括自我"情绪"适应

能力"人际交往与认知功能
$

个维度!采用
(

级评分

法!得分越高表示心理健康状况越好%本量表和分量

表的
167/89:;<=

&

系数为
#%+0

%

#%0,

%'

'

(觉知压力

量表'

1>??

(*采用由杨廷忠等#

!*

$引进的国际上普遍

接受"广泛使用的压力测量工具%量表共
!(

个条目!

包括失控感和紧张感
"

个维度!采用
!

%

$

分评分法!

总分为
!(

%

+#

分!得分越高感知压力越大%量表的

167/89:;<=

&

系 数 为
#%00

%'

(

(孤 独 感 量 表

'

@1AB

(*该量表共
"#

个条目!采用
(

级评分法!总分

为
"#

%

0#

分!得分越高!孤独感越强烈%国内学者王

登峰#

!+

$对该量表信度进行检验!

167/89:;<=

&

系数为

#%,"

!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该量表主要用于

评价因为对社会交往的渴望与实际水平的差距而产

生的孤独感%'

$

(社会支持量表'

??C?

(*采用肖水

源#

!0

$编制的
??C?

!该量表共
!#

个条目!包括主观支

持"客观支持和对支持利用度
'

个维度!得分越高!表

示社会支持越好%该量表重测相关系数为
#%,"

!内部

一致性系数为
#%0,

%

!%#

!

统计学处理
!

运用
?>??!0%#

和
B2D?"!%#

进

行统计分析%采用
>E96=7/

相关考察心理健康水平"

孤独感"觉知压力和社会支持之间的相关性!采用
B)

2D?

模型和
877F=F69

G

法检验觉知压力的中介效应

模型!层级回归验证社会支持的调节效应!并运用

39

H

E=

的
?>??)>CD15??

程序中的模型
$,

#

!,

$对孤

独感"心理健康"觉知压力和社会支持进行多重回归

分析!验证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以
!

#

#%#$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独居老年人的社会人口学特征
!

'0$

位独居老

年人中!女
"'+

人'

*!%$$&

(!男
!(0

人'

'0%($&

(+平均

年龄 '

+(%$(I$%0,

(岁!

*#

% #

+#

岁 组
!$0

人

'

(!%#(&

(!

+#

%#

0#

岁组
!**

人'

('%!"&

(!

0#

%

,$

岁

组
*!

人'

!$%0(&

(+文化程度*文盲
!#*

人'

"+%$'&

(!

小学
!#"

人'

"*%(,&

(!初中
,"

人'

"'%,#&

(!高中及以

上
0$

人'

""%#0&

(+职业*个体
$(

人'

""%0*&

(!农民

(+

人'

!"%'#&

(!工人
!,0

人'

$!%("&

(及退休公职人

员
0*

人'

""%'(&

(+婚姻*丧偶
",,

人'

++%**&

(!未婚"

离异及分居
0*

人'

""%'(&

(%

"%"

!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

1324)5

"

@1AB

"

1>??

总分分别为'

!'*%'+I!$%("

("'

$'%*!I0%($

("

$(#(

重庆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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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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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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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居老人各量表得分及其相互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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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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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0$

9

!%### J J J J J J

, !+%$'I!%(* J#%*((

9

J#%"+"

9

J#%"+#

9

J#%(!(

9

J#%'00

9

J#%("*

9

#%"+(

9

#%"'(

9

!%### J J J J J

!# "0%"+I"%+* J#%(0+

9

J#%'0,

9

J#%('!

9

J#%(+*

9

J#%($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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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自我"情绪"适应"人际交往"认知功能"心理健康总分"孤独感"失控感"紧张感"觉知压力"社会支持"主观支持"客观支持"支持利用度+

9

*

!

#

#%#!

+

J

*代表数据重复

'

"0%"+I"%+*

(分!

1324)5

总分与
@1AB

"

1>??

总

分均呈负相关'

$KJ#%$++

"

J#%$!$

!

!

#

#%#!

(!

1>??

与
@1AB

总分呈正相关'

$K#%(('

!

!

#

#%#!

(+

??C?

总分为'

'$%(,I*%(+

(分!与
1324)5

总分呈

正相关'

$K#%!,,

!

!

#

#%#!

(!与
@1AB

总分呈负相

关'

$KJ#%"'$

!

!

#

#%#!

(%独居老人各量表得分及

其相互间关系!见表
!

%

"%#

!

觉知压力在孤独感与心理健康间的中介效应
!

检验觉知压力的中介作用需要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图

!

(!心理健康'由自我"情绪"适应"人际交往"认知功

能
$

个观察变量构成("觉知压力'观察变量("孤独感

'观察变量(!建立三者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模型适

配度结果显示!

!

"

K"'%##*

"

LMK!"

"

!

"

,

LMK!%0!'

"

NO4K#%,0(

"

BNO4K#%,*"

"

PO4K#%,!(

!

4O4K

#%,$,

"

C2?5BK#%#(*

!表明模型拟合良好%路径分

析结果显示!孤独感与觉知压力之间的标准化路径系

数为
#%((

!

!K#%###

+孤独感与心理健康之间的标准

化路径系数为
J#%(!

!

!K#%###

+觉知压力与心理健

康之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J#%("

!

!K#%###

%

877F=F69

G

法检验结果显示!孤独感到心理健康的间接

关系效应成立!

,$&%&

*

J#%!+(

%

J#%#0'

!且孤独感

到心理健康的直接效应成立!

,$&%&

*

J#%(!(

%

#%$',

%中 介 效 应 占 总 效 果 的
"'%,#&

'

#%!'#

,

#%$((

(%

图
!

!!

觉知压力在心理健康与孤独感间的中介模型

表
"

!!

有调节的中介作用的多重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
因变量觉知压力

"

,

%'(

)

*+ , !

因变量心理健康

"

,

%'(

)

*+ , !

孤独感
#%'#* #%#"! !(%*+!

#

#%#! J#%0+* #%#0, J,%0('

#

#%#!

社会支持
J#%"#* #%#!+ J!"%#*"

#

#%#! #%'#$ #%!!( "%*+'

#

#%#!

孤独感
Q

社会支持
J#%##' #%### J!#%#*#

#

#%#! J#%##" J#%##! J!%!($

$

#%#$

觉知压力
J J J J J!%($! #%"0' J$%!"+

#

#%#!

觉知压力
Q

社会支持
J J J J #%##+ #%#!# *%0!(

#

#%#!

"%$

!

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

在调节效应下检

验孤独感对心理健康的间接效应!分别取社会支持高

于
!

个标准差与低于
!

个标准差的分数进行自抽样

检验'自举样本量
K$###

(%结果显示!在低社会支持

下觉知压力的中介效应成立'

,$&%&

*

#%#,

%

#%!0

(!

高社会支持的情况下觉知压力的中介效应不存在

'

,$&%&

*

J#%#+

%

#%!*

(!因此!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存在%以心理健康为因变量!孤独感为自变量!觉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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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为中介变量!社会支持为调节变量进行多重回归

分析!检验假设模型中被调节的通径%社会支持在觉

知压力与孤独感及心理健康关系中的调节调节效应

明显'

"

KJ#%##'

"

#%##+

!

!

#

#%#!

(!见表
"

%

#

!

讨
!!

论

#%!

!

社区独居老人孤独感与心理健康现状
!

结果显

示!

'0$

名独居老人
@1AB

为'

$'%*!I0%($

(分!高于

课题组对空巢老人孤独感的调查得分#'

(!%##I

,%'#

(分$

#

"#

$

!提示独居老人孤独感水平较高!应引起

高度重视%究其原因可能与独居老人生活常缺少精

神寄托与缺乏陪伴!遇到困难时缺少可以倾诉的对象

或必要的社会支持"关注"重视与接纳有关%另外!社

区独居老人
1234)5

为'

!'*%'+I!$%("

(分!低于孙

玉静等#

"!

$对城市绝对空巢老人'无子女或与子女不在

同一城市居住(心理健康得分#'

!($%$'I0*%$,

(分$%

有研究表明!老人心理健康受家庭结构影响#

""

$

!独居

老人因自己单独生活!社会活动参与程度的不稳定

性!人际交往及协调能力的下降!生活不确定性的增

加!易出现敏感"焦虑等情绪!进而加剧心理健康问题

的产生%因此!独居老人心理健康问题应引起关注%

#%"

!

社区独居老人觉知压力"孤独感与心理健康间

的关系
!

本研究结果表明!社区独居老人孤独感对心

理健康具有明显的直接效应!即孤独感越高的独居老

人的心理健康水平越低!与朱安新等#

*

$的研究结果相

似!再次验证了孤独感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社区独居

老人觉知压力对心理健康具有明显的直接效应!即觉

知压力越高的独居老人心理健康越低!觉知压力能够

影响独居老人的心理健康状态!与
A4@

等#

"'

$研究结

果一致%此外!图
!

与
877F=F69

G

法检验结果显示!觉

知压力在社区独居老人孤独感与心理健康间起中介

效应!即在孤独感影响心理健康的过程中!觉知压力

还发挥部分中介的效应%可见!孤独感对独居老人心

理健康的影响!不仅可以通过直接途径影响心理健

康!还可以通过觉知压力间接影响心理健康%因此!

在强调独居老人孤独感对心理健康影响的直接路径

时!应关注独居老人个体觉知压力的作用!通过干预

个体觉知压力这条间接路径!可降低孤独感对独居老

人的心理健康的影响%

#%#

!

社区独居老人社会支持在觉知压力"孤独感"心

理健康间的作用
!

表
"

结果显示!社会支持在孤独感

与觉知压力"孤独感与心理健康关系间的调节效应均

明显!而在觉知压力与心理健康间的调节效应不明

显!即中介模型中孤独感
J

觉知压力"孤独感
J

心理

健康这两条路径受到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调节的中

介效应模型成立%进一步在调节效应下检验孤独感

对心理健康的间接效应结果表明!社会支持强度与觉

知压力的协调关系影响独居老人孤独感到心理健康

的作用路径%即当社会支持较低时孤独感才有可能

通过影响觉知压力进而降低独居老人的心理健康水

平+当社会支持较高时!个体能够采取直接有效的策

略缓解孤独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孤独感应激相关

问题的发生%因此!社会支持对独居老人心理健康的

维护有更强的保护和调节作用%

本研究探究了觉知压力与社会支持在社区独居

老人孤独感与心理健康间的作用!并据此初步验证了

社会支持在维护独居老人心理健康中的重要作用%

提示一方面要加强对社区独居老人孤独感与心理健

康状况的关注!另一方面需要关注独居老人对自身生

活状况的主观感受评价%通过增加独居老人社会支

持力度!提炼科学有效地干预路径!构建多途径基于

独居老人心理健康维护与促进的服务链模式干预路

径!是解决独居老人心理健康问题的关键!为后续独

居老人心理健康的维护与促进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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