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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social support of mental resilience in cancer patients. 
Methods: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was conducted. By using Connor and 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SSRS), the self-designed demographic questionnaire was 
delivered to 170 cancer patients from a 3 Grade Class A Hospital in Shaanxi province. Results: The 
mental resilience score (55.08 ± 17.96), social support score (39.38 ± 8.57) of cancer patients.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1). Ther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
cant difference in resilience at different levels of age, beliefs, economic levels, and different levels 
of social support (p < 0.05%). Conclusion: The mental resilience of cancer patients is relatively low 
compared to normal, and is related to social support, especially subjective support dimension. 
Prompt clinical treatment can be used to treat and intervene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Keywords 
Mental Resilience, Social Support, Cancer Patients 

 
 

癌症患者心理弹性水平与社会支持关系及其影

响因素研究 

胡梦石，马  娟 

陕西中医药大学，陕西 咸阳 
 

 
收稿日期：2017年8月26日；录用日期：2017年9月8日；发布日期：2017年9月14日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17.79137
https://doi.org/10.12677/ap.2017.79137
http://www.hanspub.org


胡梦石，马娟 
 

 

DOI: 10.12677/ap.2017.79137 1097 心理学进展 
 

 
 

摘  要 

目的：探讨癌症患者心理弹性水平与社会支持关系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心理弹性量表(CD-RISC)、
一般资料调查问卷、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对陕西省某市三甲医院170癌症患者进行横断面调查。结

果：患者心理弹性评分(55.08 ± 17.96)，社会支持总分(39.38 ± 8.57)。二者之间呈正相关(p < 0.01)，
其中主观支持度可以作为癌症患者心理弹性的预测因子，其解释总变异的30.4%。心理弹性在不同层次

的年龄、信仰、经济水平，以及不同水平的社会支持度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异(p < 0.05)。结论：癌症患者

心理力水平相较于正常较低，与社会支持尤其是主观支持维度相关。提示临床治疗当中可针对不同情况

予以治疗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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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癌症以其高死亡率和治疗难度一直以来都作为全世界医学工作者所努力研究的对象。在如今以延长

癌症患者生存期，提高患者生命质量为治疗目的的导向中，世界学者对癌症的关注范围也逐渐地由生理

层面扩展至了心理层面。而随着心理学的发展，心理弹性概念的提出也使得临床对癌症患者的心理研究

重点转向了应对和适应能力的方面，这也与之前的治疗导向不谋而合。心理弹性是一种应对压力、挫折

和创伤等消极生活事件的一种动态的过程和非特质的能力，它的两个基本操作性定义为个体遭遇逆境和

成功应对(马伟娜，桑标，洪灵敏，2008)。因此，心理弹性和对其的积极影响因素对于癌症患者的健康和

生活质量有着重要的作用。此外，众多研究显示身心健康与社会支持的程度有着显著地相关(杨艳杰，邱

晓惠，彭涛，2005)。目前，国内众多学者在心理弹性和社会支持方面多有研究，但对于癌症患者的治疗

干预与其二者之间关系的论述却很少，因此本研究通过探讨癌症患者的心理弹性水平与社会支持之间的

关系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临床癌症患者在心理方面的治疗提供实证依据。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选取 170 例住院癌症患者，共发放问卷 170 份，最终回收有效问卷 156 份。有效回收率 91.7%。年

龄 18~89 (61.4 ± 12.8)岁。男性 73 例，女性 83 例，均为神志清醒，无精神类疾病且自愿参加本调查。职

业：无业 7 例，工人 68 例，农民 64 例，干部 7 例，学生 1 例，教师及文员 7 例，退休 2 例。 

2.2. 方法 

2.2.1. 调查工具 
心理弹性量表(Connor and 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 (Connor & Davidson, 2003)。本研究使

用由张建新，余肖楠翻译并修订的中文版 CD-RISC 心理弹性量表(Yu & Zhang, 2007)，共 25 个条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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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维度分别为坚韧，自强和乐观。采用 Likert5 级评分，分数范围 0~100。中文版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1。 
自编一般资料调查问卷包括社会人口学信息，如性别、年龄、经济水平、信仰。疾病相关信息，如

癌症种类、治疗阶段等。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由肖水源等人编制(肖水源，1993)，该量表共 10 题，三个维度分别是客观

支持分、主观支持和支持的利用度。分值越高代表社会支持水平越高。 

2.2.2.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9.0 软件处理数据。计量资料以( x  ± s)表示，比较采用 t 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心理弹

性的影响因素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 p < 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1) 癌症患者心理弹性评分 156 例患者心理弹性评分(55.08 ± 17.96)三个维度的得分分别为坚韧(22.93 ± 
8.55)、自强(25.37 ± 7.89)、乐观(6.78 ± 2.78)分。 

2) 不同因素下癌症患者心理弹性得分比较经独立样本 t 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癌症患者心理弹

性在宗教信仰、经济水平、年龄、社会支持度方面有差异。而在性别、治疗阶段和所患癌症种类方面差

异并不显著。在治疗方法中“其他”包括姑息治疗、靶向治疗、放化疗结合手术。社会支持度水平分组

按照调查样本在社会支持量表中的总分由高到低排列，选取前后 27%人数为高分组与低分组，其余为中

等组。结果见表 1。 
3) 采用 Pearson 积差相关的统计分析法对心理弹性总分和社会支持总分(39.38 ± 8.57)及其三个维度

得分进行分析客观支持(8.37 ± 2.42)、主管支持(24.49 ± 5.97)、利用度(6.52 ± 2.19)，结果显示社会支持和

心理弹性呈中等程度的正相关相关，并和社会支持中的三个维度也存在显著地相关性(p < 0.01)，其中和

主观支持的相关水平最高。这说明癌症患者所获得的主观支持度越高则其心理弹性也越高。结果见表 2。 
4) 为了进一步比较社会支持各因素对心理弹性的预测情况,将心理弹性作为因变量,将社会支持三个

维度的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逐步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只有主观支持进入回归方程，主观支持能预测

其 30.4%的变异量。进一步说明主观支持对于癌症患者心理弹性的重要性。结果见表 3。 

4. 讨论 

本次调查显示，癌症病人的心理弹性分数为(55.08 ± 17.96)分。与我国普通成年人心理弹性得分(陈瑜，

2007) (70.50 ± 13.48)和美国一般人群心理弹性得分(Connor & Davidson, 2003) (80.4 ± 12.8)分相比均显著

地低于后两者。低水平的心理弹性评分说明癌症给患者及其家庭所带来的各方面压力和痛苦已经严重的

影响到个体的心理精神层面。也是其分数较之于普通人的得分较低的原因。而发达国家相对完善的社会

福利保障制度和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可能是造成美国一般人群心理弹性分数最高的原因。Molina 等的研

究曾表明(Molina, Yi, Martinez-Gutierrez, et al., 2014)，心理弹性在癌症患者患病前、中、后期都存在积极

的心理促进作用。故提高患者的心理弹性水平无疑会对延长患者的生存期和提高生活质量起到相当积极

的作用。如前所说，心理弹性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非心理特质，其会随着时间和不同的情况而变化，罹

患癌症这一事件会导致心理弹性的下降，而另一方面低水平的心理弹性会给患者造成更多的压力和痛苦

等负性的情绪和能量，而这种境况会进一步为治疗和患者的健康带来阻力和障碍。因而了解何种因素会

影响到心理弹性水平，有助于之后临床治疗和心理层面治疗的改进和实践。 

在一般人口学资料方面，根据结果显示年龄、是否有宗教信仰、和经济水平方这三个因素对于心理

弹性都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与赵雯雯等人的研究结果相同(赵雯雯，郑珊红，张爱华，2015)。在宗教信仰

方面宗教的支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患者的压力痛苦成为患者的精神寄托，另一方面也可以激发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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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mparison of general data and mental resilience score of cancer patients 
表 1. 癌症患者一般资料及心理弹性评分比较 

 项目 频数 心理弹性得分 x  ± s F/t P 

性别 
男 73 54.11 ± 18.42 

−0.630 0.530 
女 83 55.93 ± 17.62 

宗教信仰 
有 38 62.21 ± 17.91 

2.880 0.005 
无 118 52.78 ± 17.44 

经济水平 

较好 17 62.59 ± 16.93 

4.513 0.012 中等 66 50.47 ± 18.15 

较差 73 57.49 ± 17.18 

年龄 

45岁以下 17 59.71 ± 18.35 

3.583 0.015 
45~55岁 26 47.71 ± 18.42 

55~70岁 79 58.41 ± 17.9 

70岁以上 34 50.62 ± 15.34 

癌症种类 

呼吸系统癌 55 56.53 ± 18.14 

1.922 0.110 

消化系统癌 56 52.80 ± 16.98 

妇科系统癌 12 45.67 ± 18.94 

乳腺癌 16 57.56 ± 21.23 

其他 17 62.18 ± 14.28 

治疗方法 

化疗 54 52.08 ± 22.31 

0.963 0.412 
放疗 13 53.57 ± 18.90 

手术治疗 37 59.32 ± 16.96 

其他 52 54.57 ± 16.48 

社会支持度 

高度 42 69.19 ± 12.81 

31.057 0.000 中度 72 53.79 ± 16.52 

低度 42 43.17 ± 15.20 

 
Table 2. Correlation between mental resilience and social support 
表 2. 心理弹性和社会支持之间的相关(r)  

 社会支持 客观支持 主管支持 利用度 

心理弹性 0.549** 0.322** 0.555** 0.276** 

注：**p < 0.01。 
 
Table 3. Regression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mental resilience 
表 3. 社会支持对心理弹性的回归 

自变量 因变量 修正R2 F 

主观支持 心里弹性 0.304 68.721** 

注：** p < 0.01。 
 
的遵医行为使患者能够抱有希望继而提高患者的心理弹性水平。而经济水平直接影响到患者的生活和治

疗，也影响了患者及其家人在经济压力方面所承受的负担相对于收入较低的家庭经济方面的支持也可有

效的提高患者的心理弹性水平；最后年龄对于心理弹性的作用研究发现低年龄组和高年龄组的分数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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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等年龄组。对于此结果的解释可能是由于中等年龄组大多处在有老人和孩子需要照料的双重压力之

下，因而相对于其他两组而言心理弹性水平较低。除此之外本调查显示在性别和文化程度上的差异却并

不显著，这与赵雯雯等人的研究结果不同。这可能是因为样本数量不足够多，另外因条件限制，本次样

本在文化水平方面各个层次数量明显不够主要以中等文化偏下为主，因而无法进行有意义的统计学分析。 
最后调查显示社会支持对于患者心理弹性的影响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良好的社会支持可以在精

神和物质两方面减轻患者的压力以提高心理弹性水平。尤其是主观支持维度相对于客观支持和利用度两

者有着更多的影响力。对此，国外学者也有相同的观点认为主观知觉的支持比客观的支持更加有助于个

体心身健康的增益，因为主观支持影响个体对支持性行为的解释和反应(Haber, Cohen, Lucas, & Baltes, 
2007)。由此可以说明癌症患者所能感受到的来自亲属和其他社会关系支持的水平对于其治疗和在患癌期

间的生活质量有着明显的正向作用，医护人员的所能提供的社会支持也是如此(付岚，李俊英，李虹，余

春华，向秋芬，2004)。这提示我们在临床治疗和护理当中应当充分的利用这一点。以上调查分析的结果

也与其他研究者所得出的结果相同(王雪仙，周东华，王秀平，2011)。 
综上，在治疗过程当中对患者的社会支持方面予以关注并给予支持，将社会支持作为一种干预手段

可以有效地帮助患者的治疗和生活。此外对于患者诸如年龄、宗教、经济水平等方面也可以针对不同的

情况灵活的制定干预方法以提高其心理弹性水平和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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