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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腹膜透析患者心理弹性水平与其心理状态、生存质量密切相关。本文根据腹膜透析患者心理弹性的研究

现状及发展趋势，综述心理弹性的起源、概念、影响因素、测量工具及干预方法等方面，为提高腹膜透

析患者的心理弹性、缓解负性情绪、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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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evel of mental resilience in patients with peritoneal dialysi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ir mental 
state and quality of life.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mental resi-
lience in peritoneal dialysis patients,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origin, concept, influencing factors, 
measurement tools and intervention methods of resilience. It provides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lleviating negative emotions and taking effective interven-
tion measures in patients with peritoneal di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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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腹膜透析(Peritoneal Dialysis, PD)是终末期肾脏病(End-stage renal disease, ESRD)替代治疗的有效手段

之一[1]。我国流行病学调查显示，ESRD 患者人数约为 100 万且每年新增约 12 万[2]。ESRD 需要行肾脏

替代治疗(Renal Replacement Treatment, RRT)，包括血液透析(Hemodialysis, HD)、腹膜透析(Peritoneal 
Dialysis, PD)以及肾脏移植等。据统计，全世界约 7%~10%的 ESRD 患者接受 PD 作为肾脏替代治疗[3]，
我国 PD 占比 14% [4] [5]。截至 2017 年年底，我国透析患者约 59.6 万例，其中 8.6 万例为居家腹膜透析

(PD)患者[6]。PD 以其居家透析、设备简单、可自主操作、保护残余肾功能、与 HD 相比无需反复进行血

管穿刺、对血流动力学影响小、费用较 HD 低、时间相对自由、回归社会概率高等特点[7] [8] [9] [10]，
近年来逐渐被 ESRD 患者接受并被广泛应用。不可逆转的病情使得患者必须接受终身治疗。疾病本身带

来的全身症状、相关并发症的发生以及长期治疗带来的一系列经济与社会负担、角色改变对工作和生活

的影响等极易导致患者出现负性情绪[11]，给患者身心健康带来极大困扰，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12] 
[13] [14]。然而，有的患者却能在生活中找到平衡点积极应对，没有被疾病打倒，依靠的就是心理弹性。

美国心理学会将此定义为：个体面对逆境、创伤、悲剧、威胁或其他重大压力时的良好适应过程，即对

困难经历的反弹能[15]。心理弹性作为一种与个体的身心健康密切相关的重要心理特质[16]，在社会学、

心理学、临床医学、教育学等各学科中日益受到重视[17]，尤其是 2020 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以

来，一线医护人员、普罗大众均遭受到巨大的心理冲击，已成为国际各学界研究的热点，广泛应用于职

业领域，尤其是护理研究、教育和临床实践当中。心理弹性属于个人内在情绪调节机能[18]，良好的心理

弹性能够在个体发生应激事件后有效应对并适应，减少事件带来的负面效应，发现应激事件带给自己的

机会和美好事物[19] [20]。心理弹性强的患者应对疾病的信心较大，更容易配合临床治疗和护理，产生较

好的临床疗效，心理弹性弱的患者通常比较容易自暴自弃、焦虑不安甚至悲观厌世，不能很好地遵医嘱

进行治疗。本文旨在综述腹膜透析患者心理弹性的研究现状、影响因素及干预措施，以期为提高临床护

理质量提供信息支持。 

2. 心理弹性概述 

2.1. 起源和发展 

对心理弹性的研究起源于美国，20 世纪 70 年代由美国的心理学家 Anthony 提出 resilience 这个名词

[17]。1972 年，Rutter 的母爱剥夺研究显示在母爱缺乏的情况下，仍有一部分儿童健康地成长，这也为心

理弹性的研究提供了支持[21]。1983 年 Norman Garmezy 和 Michael Rutter 出版了《幼儿期的压力、应对

及发展》(《Stress Coping and Development in Childhood》)一书，成为了心理弹性(resilience)研究的里程碑。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积极心理学的迅速发展，护理学的研究者们开始引入心理弹性并进行了相应的研

究。近年来，心理弹性广泛应用于护理研究、教育和临床实践当中。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cm.2022.124436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辛丽丽 等 
 

 

DOI: 10.12677/acm.2022.124436 3027 临床医学进展 
 

2.2. 概念 

Resilience 概念的引入翻译引起了不少争论，目前而言，被称为“复原力”，“抗逆力”，“心理弹

性”，“压弹”，“韧性”等，本文采用“心理弹性”。心理弹性(resilience)这个词始源于拉丁词根“resilire”，
国内外至今没有统一、明确的概念。目前主要有三种：① 结果性定义：注重发展结果，指个体在适应或

发展受威胁时仍能表现出良好结果[22]；② 过程性定义：指个体通过一系列能力或特征的动态交互作用

在逆境中仍能良好适应，甚至超常发挥的动态过程[23] [24]；③特质性定义：将心理弹性视为个体能够灵

活应对外界多变环境的一种品质或特征[25]。其中过程性定义涵盖了结果性和特质性定义的关键词，强调

了个体的良好适应能力和变化过程的结果，体现了动态性，而且人们普遍认为积极的努力可以改变过程，

使得过程性定义更易被接受，因此目前研究使用较多的为过程性定义。众说纷纭，但大家都公认心理弹

性的两个操作性定义要素：① 个体面对逆境；② 个体成功应对或适应良好。 

2.3. 心理弹性影响因素的探讨 

心理弹性不再关注遭遇困境时的个体缺陷，而是强调危险中个体的健康发展。心理弹性被发现存在

广泛性的差异，有研究者总结了这些差异性的影响因素[26]：先天因素、危险因素和保护性因素。 

2.3.1. 心理弹性的先天因素 
心理弹性有先天的个体差异性。Meaney 等发现高营养环境下生存的大鼠生的幼鼠比低营养环境下的

大鼠生的幼鼠表现出更低的焦虑，以及面对压力时更高的弹性[27]。在面对应激时，这些成年后的高营养

的幼鼠分泌的肾上腺素水平较低，有更多的海马上的糖皮质激素受体。这一结果已被用于类比人类的心

理弹性。 
此外，研究人员更清晰地了解到参与调节应激反应的神经解剖学路径和神经化学物质因素，也发现

了多种神经化学物质与心理弹性的复杂关系[28]。前额皮质、杏仁核、海马、蓝斑核、伏隔核和感觉皮质

这些脑区参与调节应激反应。在此基础上，Davidson 通过研究提出了一个干预心理弹性的神经解剖学路

径[29]：通过激活左侧前额皮质(prefrontalcortex, PFC)，将减少杏仁核的应激反应，减少个体从压力中恢

复的时间，进而提高心理弹性。 

2.3.2. 心理弹性的危险因素 
危险因素会导致个体心理弹性的差异。危险因素通常暗示着潜在的消极结果[30]，包括日常琐事及

重大生活事件[31]。危险因素具有同现性(coocurence)，即我们所说的“祸不单行”[32]。对个体发展功

能的影响中，危险因素并不是随其量的增加等比增长，而是以几何级数增长[33]。因此消极事件的累积

会对个体的心理健康和心理弹性造成更加严重的影响。但压力事件并不总是降低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

有研究发现经历过中等程度压力的个体比那些经历高强度压力的个体有更高的心理健康水平[34]。根据

压力预防理论(theories of inoculation) [35]，个体面对适度的逆境可以促进调动以前尚未开发的自身资

源，帮助个体进入社会支持网络，并对未来的逆境产生掌握感，因此中等强度的逆境和压力能提高心

理弹性。 

2.3.3. 心理弹性的保护性因素 
国外研究者发现，在心理弹性的形成及发展过程中起关键中介作用[36]的是内部和外部“保护性因素”。

Masten 和 Coatsworth [32]总结了过去不同的心理弹性研究成果中都提到了类似的保护性因素。保护性因

素与危险因素是相对的，能减轻不利处境对个体的消极影响。它既可以是个体本身的一些特点(如自我效

能感)也可以是个体外部的因素(如社会支持)。目前对影响心理弹性的保护性因素的研究多数倾向将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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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三大类[32] [37]，即个体因素、家庭因素和家庭以外的因素。个体因素包括婴儿期气质良好、平均的智

力水平、内控制点、社会技能高、有吸引力、计划能力、高度自尊、自信、信念、才干、自我效能感等；

家庭因素包括家庭经济状况良好、父母关系和谐、支持性的父母、良好的教养方式、亲子关系良好等；

社会支持网络(亲戚、社会团体)、成功的学校经验等则属于家庭以外的因素。 
李珽君等[38]研究发现创伤性脊髓损伤(TSCI)患者的社会关系质量分数、家庭亲密度、家庭承担、朋

友关系和心理弹性分数、坚韧性、乐观、力量均呈正相关，且文化程度高是 TSCI 患者心理弹性的保护性

因素。强直性脊柱炎(Ankylosing spondylitis, AS)患者的重要心理弹性保护性因素依次为：家庭关怀指数、

开放性、严谨性、主观支持、觉知地行动、认知重评、支持利用度、外向性、观察和宜人性，符合心理

弹性动力系统模型[32]。宋霞[39]研究发现较高的文化程度、家庭收入，良好的社会支持，较高的自我效

能感，乐观开朗、有责任感、独立自强的个人特质，调整生活目标、改变健康相关行为、回避和转移注

意力等积极的应对方式是心理弹性的保护性因素。 

3. PD 患者心理弹性水平的测评工具 

3.1. Connor 和 Davidson 心理弹性量表(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  

该量表是基于特质性定义编制的，共包含 5 个维度 25 个条目，分别是“能力、忍受消极情感、接受

变化、控制、精神影响”维度，采用 Likert5 级计分法，总分 0~100 分，得分越高，代表心理弹性越高[40]。
英文版 CD-RISC 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9，重测信度为 0.87。中文版由于肖楠等[41]在 2007 年仔细斟

酌了文化差异，根据中国的文化背景进行了本土化修改，是更适合我国一般人群心理韧性的评估工具。

共涉及坚韧、自强、乐观 3 个维度，其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91，各维度 Cronbach’s α系数为 0.60~0.88。
在临床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和验证，可应用于门诊患者、社区人群、意外创伤、精神障碍、癌症等患者，

是一个比较适合临床患者心理弹性监测的量表。田瑞杰等[19]发现良好的心理弹性，能使 PD 患者正确地

对待疾病，早日接受疾病给生活带来的变化。 

3.2. 心理弹性量表(Resilience Scale, RS)  

该量表由 Wagnild 等[42]在 1993 年通过访谈 24 名适应良好的丧偶老年妇女而研发，在心理弹性研究

的早期应用最为广泛。它由个人能力、对自我和生活的接纳两个因素组成，共 25 个项目，采用 Likert7
级计分法，总分 25~175 分，得分越高表示心理弹性越好，Cronbach α系数为 0.91，具有可靠的信度。它

的施测对象起初是成人群体，后来作者在此基础上制订出了以未成年人为施测群体的 RS，它包含 15 个

项目，采用 Likert5 级计分法，部分研究者[43]认为它是最适合于测量青少年心理弹性的工具。  

3.3. 成人心理弹性量表(resilience scale for adults, RSA) 

该量表由 Friborg 等[44]于 2003 年编制，包含 5 个维度共 37 个条目，分别是个人能力、社会能力、

家庭和谐度、社会支持、个人组织性，采用 Likert5 级计分法，其内部一致性系数和重测信度均达到显著

水平。为避免李科特形式量表的默认偏向问题，2005 年 Friborg [45]通过实证研究将 RSA 问卷保留了 33
个项目，分成 6 个维度：家庭凝聚、自我认知、未来计划、计划特点、社会能力、社会资源，该量表内

部一致性系数良好，验证性因素结构显示，6 因子结构拟合良好，可作为个体心理弹性保护因素的评估

工具，在临床、心理学及护士群体中得到广泛应用。 

3.4. 青少年心理弹性量表  

该量表由胡月琴等[46]于 2008 年编制，适合我国文化背景下的青少年群体，它包括家庭支持、人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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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目标专注、积极认知、情绪控制等 5 个维度共 27 个条目，总量表的 Cronbach α系数为 0.85，重测

信度为 0.83。它与未成年人版的心理弹性和中学生生活质量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53、0.49。于晓波[47]
在该量表的基础上，运用探索性、验证性因素分析等方法，增加了手术事件这一维度，编制了 6 因素的

小耳畸形患者心理弹性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 

3.5. 多元心理韧性量表 

近年来，国内的护理研究者探讨了适用于护士人群的、新的心理弹性评估量表。该量表由澳门 Wei
等[48]编制，包含决心、忍耐力、适应性和恢复力 4 个子量表，每个子量表含 10 个条目，采用 Likert5
级计分法，该量表信度较好，4 个子量表能较全面地评估护士个体的心理弹性水平。 

4. PD 患者心理弹性的研究现状及影响因素 

4.1. PD 患者心理弹性的研究现状  

近年积极心理学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心理弹性作为其重要研究内容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国内对心理

弹性研究较多的人群是癌症患者[49] [50]、慢性病患者[51] [52] [53]等，但对 PD 患者心理弹性的研究报

道相对较少。目前，多数国内学者对 PD 患者研究的重点落在其心理问题、心理护理以及分析心理弹性

与某些变量的关系。现有研究结果显示[19] [54]：PD 患者的心理弹性水平处于中等水平，较癌症患者水

平高。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 PD 患者心理弹性的影响因素及干预措施。 

4.2. PD 患者心理弹性的影响因素 

2017 年李娟等[54]对 108 例规律持续性不卧床腹膜透析患者心理弹性现状及应对方式进行了探讨，

发现腹膜透析患者的心理弹性水平为(86.29 ± 13.88)分(满分 100 分)，略高于美国一般人群的心理弹性水

平(80.4 ± 13.48)分[40]，心理弹性状况处于中等水平，其主要影响因素有工作状况、家庭收入、教育程度、

居住情况、对病情的了解程度、是否有宗教信仰及回避应对方式。 
2018 年田瑞杰等[19]在 117 位腹膜透析患者中进行了领悟社会支持及心理弹性对创伤后成长的影响

的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心理弹性总分(53.09 ± 5.34)分，坚韧(24.09 ± 3.31)分，乐观(13.90 ± 3.51)分，自强

(15.00 ± 2.19)分，高于烧伤患者[55]及乳腺癌患者[56]的心理弹性水平，说明相对于其他重大疾病，患者

对腹膜透析的心理冲击较低，适应较好；创伤后成长与领悟社会支持及心理弹性呈正相关，具有统计学

意义(P < 0.05)，文化程度、坚韧、乐观、家庭支持是腹膜透析患者创伤后成长的主要影响因素。 
2021 年乔佳[57]探讨了 83 例糖尿病肾病腹膜透析患者心理弹性与希望水平的关系。患者在接受 PD

治疗的过程中由于受到经济、并发症、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易出现焦虑、抑郁、恐惧等负性心理，

心理弹性较差，不利于疾病的康复。研究显示心理弹性总分为(64.82 ± 5.43)分，其中坚韧性(38.43 ± 3.25)
分，力量性(19.14 ± 2.23)分，乐观性(7.15 ± 2.45)分。患者的希望水平越高，越能调动其积极情绪，从而

在疾病治疗过程中能够积极主动配合医护人员工作，进而有助于提高患者应对逆境的能力[58]。研究结果

中心理弹性与希望水平评分呈正相关，提示希望水平越高，患者心理弹性水平越高。 
韩国一项 33 例腹透患者参与的研究[59]，采用了量性和质性相结合的 Q 方法论，提出努力改善社会

支持，包括患者的家庭团体、朋友们、医务人员，最终有助于提高患者的心理弹性；患者支持小组可以

为慢性病患者树立榜样，帮助带来积极的心态心理效应，因此要发展个体或团体心理弹性辅导项目；在

成功处理生活事件的过程中患者的自我效能感和心理弹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两者都可能引导患者

更积极的看待压力情境，更积极的自我效能感在患者对生活的态度、希望、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方面

发挥促进作用，进一步改善生活质量。 

https://doi.org/10.12677/acm.2022.124436


辛丽丽 等 
 

 

DOI: 10.12677/acm.2022.124436 3030 临床医学进展 
 

5. PD 患者心理弹性的干预研究 

5.1. 腹膜透析患者心理弹性的干预研究 

国内腹膜透析患者的心理弹性干预报道更少，2 篇报道均为认知行为干预。 
赵广英[60]报道了 84 例中青年腹膜透析患者应对反应、心理弹性及生活质量的研究，将研究对象随

机分为干预组(42 例)和对照组(42 例)，对照组在透析过程中给予常规护理，包括腹膜透析管道护理、安

全护理、饮食护理、心理护理、针对透析常见问题进行护理等，对患者基本情况进行评估并对患者在透

析中的疑问进行解答。干预组在此基础上给予认知行为干预护理，具体如下：① 个性化访谈。成立干预

小组，并在患者入院后进行访谈，20~30 min/次，1 次/周，进行住院随访，在患者院外治疗期间，通过在

线沟通、电话随访及随访面谈进行交流，持续 12 周，主要分为以下阶段：第一阶段，与患者建立互相信

任的医患关系，并采用开放性问题对患者进行提问，从面谈中了解到患者对自身疾病的认知程度及在行

为和情绪方面存在的问题，并让其意识到情绪对疾病的影响程度。第二阶段，即在患者住院期间，对患

者进行一对一面谈，采集患者当前对于疾病的困扰与担心，并逐渐让患者意识到不合理信念的不现实性，

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并帮助患者从多角度看问题，及时向患者解释透析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解决

方法。第三阶段，院外治疗期间通过家庭访谈、网络工具或电话对患者进行访谈。② 替代性经验交流。

向患者介绍以往成功案例，帮助树立治疗信心。③ 行为疗法。适当对患者进行放松训练，并指导患者如

何在治疗时将病情及个人情况有效告知医护人员。④ 向患者及家属提供与肾病相关的专业期刊资料，并

提供励志微电影鼓励患者积极面对疾病。研究结果显示干预后干预组的心理弹性、生活质量得分高于对

照组，且有统计学意义，提示认知行为干预可有效提高患者积极应对疾病的能力及心理弹性，并改善生

活质量。 
宋梦绮等[61]将 100 例腹膜透析时间 ≥ 3 个月的规律持续腹膜透析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50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管理，进行健康知识宣教、心理护理、饮食护理。观察组在常规管理基础上给予

认知行为干预。首先根据患者病情进行分组，指定医务人员，根据患者透析治疗特点，进行个性化管理。

其次，查阅相关文献，对可能导致腹膜透析患者不良心理状态的风险问题进行总结，并通过 Logistic 多

因素回归分析筛查风险因素，有针对性地制定解决方案，并对医务人员进行相关培训，提升相关知识的

认知度，改进管理措施。改进措施主要包括个性化访谈和替代性经验交流。个性化访谈通过与患者的交

流找到情绪、心理和行为上存在的问题，探索患者不合理信念，并鼓励患者积极地讲述自己的困惑和不

良情绪的来源。替代性经验交流是通过向患者介绍成功案例，帮助患者树立积极治疗疾病的信心。观察

组管理前心理弹性总分(53.6 ± 5.3)分，管理 3 个月后，观察组心理弹性总分(64.4 ± 6.6)分，对照组心理弹

性总分(54.6 ± 5.4)分，观察组坚韧、乐观、力量评分及心理弹性总分均明显高于管理前及对照组(P < 0.05)，
研究结果显示认知行为干预能够明显改善腹膜透析患者的心理弹性。 

5.2. 短期正念训练 

王珊[62]研究发现短期正念训练能够提高强直性脊柱炎(AS)患者的心理弹性及其保护性因素。具体表

现为：短期正念训练能提高 AS 患者的正念水平、心理弹性、主观幸福感、情绪调节策略(主要是通过提

高认知重评)、家庭关怀度及社会支持。 

5.3. 团体心理辅导 

黄轲等[63]对我国心理弹性干预措施及其效果进行了系统评价，最终纳入的仅有 8 项有关心理弹性干

预的对照试验，包括 3 个随机对照试验，5 个前后对照试验。其研究结果显示：研究对象均针对学生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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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包括大学生的研究 6 个、中专生和农村留守初中生的研究各 1 个，8 篇文献均肯定了团体心理辅导

对心理弹性的干预效果，其中 1 篇还比较了心理知识讲座的干预效果。 
曹雅梦[64] 2020 年的研究显示基于 Kumpfer 的心理弹性框架模型的团体心理辅导方案可以提升消防

员的心理弹性水平，并有即时性和持续性的效果，从而提高其应对压力的能力，促进心理健康。 
呼伟霞等[65]对行腹腔镜根治术的患者进行基于 Kumpfer 的心理弹性框架模型的心理弹性训练，能

明显增加患者的心理弹性，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改善患者的不良情绪。 

5.4. 团体沙盘游戏 

沙盘游戏疗法是通过一系列沙盘意象反映沙盘游戏者内心深处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沟通与对话，同

时沙盘游戏治疗师通过认知行为疗法，积极情绪引导等方法，由此达到治疗心理抑郁状态目的的过程，

是有效的心理抑郁状态干预手段[66]。探索领域起初多在学校教育方面，近年来在临床患者中也得到越来

越多的应用。张爱华等[67]通过对 86 例诊断为孕期抑郁状态的初产妇进行沙盘游戏治疗显示沙盘游戏治

疗对于孕期心理抑郁状态干预效果较好，并且沙盘游戏治疗联合心理健康知识教育对孕期心理抑郁状态

干预效果优于单纯心理健康知识教育。多位研究者[68] [69] [70]发现沙盘游戏疗法能有效改善肺癌化疗患

者、卵巢癌患者及消化道肿瘤患者的负性情绪，维护心理健康，提高生活质量。沙盘游戏心理干预联合

冥想训练通过缓解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心理压力，显著提高患者期望水平及心理弹性，改善患者心理困

扰[71]。杜瑞霞等选取 38 名大一年级学生，随机分为试验组(19 名)和控制组(19 名)，对试验组进行团体

沙盘游戏干预，干预每周 1 次，每次 2 h，共干预 8 次。试验组心理弹性总分和各个分量表得分均显著高

于控制组，表明团体沙盘游戏对大学生心理弹性干预效果明显，可以有效提升大学生的心理弹性水平。 
大量研究证明：在个体面临挫折、压力、创伤等不利条件时，心理弹性能够有效抵御应激、维护个

体身心健康[72]。有研究表明，心理弹性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有着重要的保护作用[73]；心理弹性与创

伤人群的心理健康状况显著相关[72] [73] [74]。 
综上所述，心理弹性与个体心理健康息息相关[75]，能够促进疾病的恢复和预后，提升患者的生存质

量[76]，且心理弹性可通过学习和培训而增强[77] [78]。医护人员应从多环节、多途径、多角度入手，探

索腹膜透析患者生存和成长的力量源泉，激发患者的心理弹性，使之变得更为坚强以积极应对疾病带来

的不良影响，减少负性情绪的产生，进而促进生活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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