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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社会联系对失能老人心理弹性的影响，分析社会支持在两者间的中介作用，为提高失能老人

心理弹性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在四川省4个城市的医疗机构中抽取621位失能老人

进行问卷调查。运用SPSS 22.0软件进行t检验、方差分析和Pearson相关分析，采用多重线性回归模型分

析社会支持对社会联系和失能老人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并用Bootstrap进行进一步验证。结果：四川

省失能老人心理弹性得分为(23.97 ± 7.17)，处于较低水平，并在性别、户籍、文化程度、职业、收入上

存在显著差异(P ˂ 0.05)。社会支持在社会联系和失能老人心理弹性中起着完全中介的作用。结论：社会联

系为失能老人提供了更多的实际或感知社会支持，并拥有更多的心理和物质资源，以提高其心理弹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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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social connection on the resilience of disabled elderly, analyze 
the mediating role of social support between them,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basis for improving the 
resilience of the disabled elderly. Methods: The method of convenient sampling is used to draw 
621 disabled elderly in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4 cities in Sichuan Province for a questionnaire 
survey. SPSS 22.0 software is used to perform t-test, variance analysis, and Pearson-related analysis,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s are used to analyz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ocial support on so-
cial connection and resilience of the elderly, and Bootstrap is used to further verify. Results: The 
resilience score of the disabled elderly in Sichuan Province is (23.97 ± 7.17), which is at a lower 
level, and h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gender, household registration, cultural level, occupation, 
and income (P < 0.05). Social support plays a complete intermediary in resilience and social con-
nection. Conclusions: Social connection provides more practical or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for the 
disabled elderly, and has more psychological and material resources to improve its resilience lev-
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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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健康中国”2030 规划纲要》[1]中，我国明确提出要加强心理问题的发现和干预力度。随着我

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复杂严峻，对老年群体心理问题的发现以及防御与改善应该成为心理健康工作的

重点。其中，心理弹性(resilience)，又称心理韧性或心理复原力，指在面对各种创伤、挫折、压力、逆境

等负面事件的影响时，个体能保持心理、生理功能相对正常的能力[2]。该概念强调个体遭遇困境以及个

体成功应对困境这两方面的因素[3]。对于老年群体来说，他们面临着许多重大生活事件变化甚至是困境，

例如退休后社交骤降、身体机能快速下降以及亲朋好友的离世。高水平的心理弹性能够帮助老年人适应

重大生活变化、更好地应对挫折和抵抗压力。已有研究表明，心理弹性不仅是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和

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4]，同时也是养老机构中老年人自杀意念的保护因素[5]。还有研究表明，老年个

体心理弹性越高，发生轻度认知障碍(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MCI)的风险越低[6]。因此，提高老年

群体的心理弹性有利于挖掘和激发老年人自身抵御生活中应激事件和风险的潜能，提升老年人的心理

健康水平。 
自 2010 年以来，老年人的心理弹性具有可塑性这一观点逐渐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7]。基本心理需要

理论(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Theory, BPNT)中的关系需要指出，当个体感受到与他人有着良好的关系

时，会促进个体产生积极愉快的情绪，能够有效提升个体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压力困难的能力[8]。针对

老年人的研究表明，社会隔离程度较高，即社会关系不充足的老年人在面对压力时没有办法获取充足的

社会关系网络来缓冲压力带来的消极影响[9]。同时，社会支持的缓冲作用假说[10]指出，拥有更强的社

会联系说明其在生活中拥有更多互动的机会，这些重要的人能对个体提供物质、信息、精神等多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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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支持。这些支持通过影响人们处于压力状态时的内部认知系统，从而缓冲压力事件对个体心理健康

的消极影响。 
因此，我们作出推测：1) 社会联系紧密程度对失能老人心理弹性有正向预测作用。当社会联系越紧

密时，失能老人的心理弹性越高，反之，当社会联系越疏离时，失能老人的心理弹性越差；2) 良好的社

会联系会增加失能老人实际和感知到的社会支持，从而增强其心理弹性。假设模型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A hypothetical model of mediating social connection, 
social support, and resilience 
图 1. 社会联系、社会支持与心理弹性的中介假设模型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于 2021 年 3 月至 10 月在四川省资阳市精神病院、自贡市精神卫生中

心、乐至县宝林镇中心卫生医院及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 处医疗机构抽取失能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

设定的纳入标准为：1) 年龄 ≥ 60 岁；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行业标准(MZ/T 039-2013)《老年人能力评

估》中规范性附录 B《日常生活活动评估表》 ≤ 95 分；3) 意识状态与认知能力足够完成调查；4) 签署

知情同意书并有意愿配合完成调查。设定的排除标准为：1) 拒绝接受调查；2) 认知能力障碍或患有精神

障碍；3) 听力、语言表达存在障碍，沟通困难；4) 疾病或其他原因无法参与调查。 

2.2. 研究工具 

2.2.1. 自编的一般资料调查问卷 
自编调查问卷内容涵盖人口统计学、一般状况等信息，包括性别、年龄、民族、户籍性质、文化程

度、婚姻状况、职业、原工作单位等信息。 

2.2.2. 社交网络问卷 
本研究用于测量社会关系的问卷采用 Lubben 社会网络量表(Lubben Social Network Scale, LSNS)，该

量表是社交网络筛查所最为普遍使用的工具之一，用于评估从家人和朋友中获得的感知社会联系[11]。
LSNS 从最初的 10 个项目逐渐发展，最后创建了标准化简易版，即 LSNS-6 [12]。该量表采用李克特五点

计分，总计 30 分，为 6 个项目的等权重总和。考虑到本研究发生在疫情背景下，且研究对象为失能老人，

因此将“见到或听闻”修改为“线上或线下联系”。本研究中该量表的标准化 Cronbach’s α系数为 0.72，
内部一致性尚可接受。 

2.2.3. 社会支持量表 
Classsens 等学者编制了老年人健康相关控制感问卷，其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0 [13]。该问卷分为

A、B 两个部分，共 28 题。其中，B 部分问卷包括居家自我照顾、专业健康保健、医务人员沟通、未来

照护需求与社会支持共五个维度。本研究采用了 B 部分中的条目中社会支持维度的问题来评估失能老年

人社会支持情况，旨在衡量个人对其社会支持网络的可用性和质量的看法。量表得分越高，表明受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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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到的社会支持越有效。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71。 

2.2.4. 心理弹性量表 
本研究采用 Laura 等人编制的简化心理弹性量表(Conne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简化

后共由十个项目组成，用以评估个体承受困难经历并继续发展自我的能力[14]。得分越高表明受试者心理

弹性越好。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0。 

2.3. 调查方法 

由接受过培训的心理学专业在读的学生以及医院工作人员担任调查员，完成被试筛选与调查。由于

调查对象是失能老年人，存在视、听力以及认知能力方面的障碍，因此调研员在必要情况下需要逐个向

被试读题并解释问题。在施测前征得调查对象的知情同意，并由被试本人或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调查

完后当场核查，若发现错填或漏填现象即时修改，核对无误后再收回问卷，保证数据完整性和问卷回收

有效性。 

2.4.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M)、标准差(SD)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
验或方差分析，以心理弹性得分为因变量，以不同人口学变量为自变量，采用多元线性逐步回归进行简

单中介分析，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再利用 PROCESS 插件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在 95%CI 条件

下，不不包含 0 则表示相关效应显著。 

3. 结果 

3.1. 失能老人人口学及心理弹性情况 

采用简易失能相关临床事件问卷的失能等级评定如表 1 所示。其中，轻度失能老人占比最大，达到

80%以上。并对这部分失能老人的心理弹性及各项条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失能老人心理弹性总

分为(23.97 ± 7.17)，具体情况如表 2 所示。 
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性别、户籍、文化程度、职业、收入的失能老人在心理弹性上存在显著

差异(P < 0.05)。在年龄、民族、婚姻情况等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如表 3 所示。 
 
Table 1. Disability level distribution 
表 1. 失能等级分布 

失能等级 频数 百分比 

重度失能 33 5.3% 

中度失能 69 11.1% 

轻度失能 519 83.6% 

总计 621 100% 
 
Table 2. Resilience of the disabled elderly 
表 2. 失能老人心理弹性情况 

失能等级 M SD 

当时事情发生变化时，我能够适应 2.48 0.92 

无论人生路途中发生任何事情，我都能处理它 2.38 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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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面临难题时，我试着去看到事物积极的一面 2.78 0.94 

历经磨练会让我更有力量 2.24 1.03 

我很容易从疾病、受伤、困难中回复过来 2.44 1.03 

我相信即使遇到障碍我也能实现我的目标 2.03 0.10 

压力之下我仍然能够集中精神的思考问题 2.10 1.03 

我不会轻易的被失败打倒 2.45 0.96 

处理失败和困难时坚强 2.61 0.92 

能够处理不愉快或痛苦的感觉 2.46 1.10 

心理弹性总分 23.97 7.17 
 
Table 3. Differences in the resilience of the disabled elderly in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表 3. 失能老人心理弹性在人口信息上的差异 

变量  n 得分 F 或 t/P 值 

性别 
男 303 25.26 ± 6.97 

4.44/<0.001 
女 318 22.74 ± 7.15 

户籍 
城镇 192 25.80 ± 7.88 

4.05/<0.001 
农村 429 23.15 ± 6.67 

文化程度 

文盲或半文盲 297 22.53 ± 6.83 

10.59/<0.01 

小学 174 23.80 ± 7.15 

初中 96 26.72 ± 7.54 

高中 37 27.16 ± 6.26 

大学及以上 17 28.35 ± 4.58 

职业 

农民 445 22.49 ± 6.80 

15.31/<0.001 

工人 64 27.27 ± 6.84 

干部 54 28.09 ± 6.66 

个体户 13 25.85 ± 8.06 

无固定职业 20 28.65 ± 6.93 

其他 25 28.24 ± 5.75 

收入 

500 元以内 245 23.50 ± 6.92 

10.35/<0.001 

500~999 元 118 23.58 ± 5.30 

1000~1999 元 89 21.44 ± 8.35 

2000~2999 元 58 23.41 ± 7.66 

3000~3999 元 43 25.91 ± 6.50 

4000 元以上 68 28.90 ± 6.86 

3.2. 共同方法偏差分析 

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分析问卷中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将所有参与假设的量表题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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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做因子分析，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超过1个(共有4个)，最大因子方差解释率低于40% (34%)，
说明共同方法偏差不能解释变量间的大部分变异，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3. 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见表 4。心理弹性与社会关系、社会支持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社会联系、社会支持两

两之间也都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 
 
Table 4.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表 4. 相关性分析结果 

变量 M SD 1 2 3 

1 社会联系 7.97 3.554 1.00   

2 社会支持 11.66 3.244 0.450** 1.00  

3 心理弹性 23.97 7.166 0.156** 0.156** 1.00 

注：*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3.4. 中介效应分析 

社会联系对失能老人的心理弹性影响显著。当放入中介变量社会支持后，社会联系对心理弹性的直

接影响作用不再显著(β = −0.081, t = −1.241, P > 0.05)，社会支持对心理弹性的正向影响显著(β = 0.710, t = 
11.352, P < 0.001)，如表 5 所示。用 PROCESS 插件进行 Bootstrap 分析，结果如表 6 所示。社会支持中介

效应 95%CI 上下限均不包含 0，加入中介变量后，社会联系对心理弹性的直接效应 95%CI 上下限包含 0，
说明社会联系完全通过社会支持影响心理弹性，社会支持起到完全中介的作用。如表 5 所示。因此，推

测得出：社会联系紧密程度对失能老人心理弹性有正向预测作用。当社会联系越紧密时，失能老人的心

理弹性越高，反之，当社会联系越疏离时，失能老人的心理弹性越差。 
 
Table 5. Mediating role of social suppor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onnection and resilience 
表 5. 社会支持在社会联系与心理弹性间的中介作用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值 R²值 F (df)值 β值 t 值 P 值 

心理弹性 社会联系 0.16 0.02 15.49 0.25 3.94 0.00*** 

心理弹性 社会联系 0.44 0.2 128.87 −0.08 −1.24 0.22 

 社会支持    0.71 11.35 0.00*** 
 
Table 6. Analysis of mediating effects 
表 6. 中介效应分析 

效应分类 效应值 
95%CI 

标准误 
下限 上限 

总效应 0.25 0.01 0.126 0.06 

直接效应 −0.08 0.22 −0.21 0.07 

中介效应 0.33 0.16 0.26 0.05 

4. 讨论 

本文对四川省四个城市的失能老人进行了调研，探索了社会联系、社会支持以及心理弹性之间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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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结果发现，四川省失能老人心理弹性得分为(23.97 ± 7.17)，处于较低水平，并在性别、户籍、文化

程度、职业、收入上存在显著差异(P ˂ 0.05)。社会支持在社会联系和失能老人心理弹性中起着完全中介

的作用。 
与过往研究相比，四川省失能老人心理弹性总分不仅低于一般老人[15] [16]，也低于青少年或其他患

病人群[17] [18]。大多数研究表明，与其他年龄段人群相比，老年人的自我意识、认知能力以及社会性都

趋于稳定，有更多的抗压经验，因此大部分老年人的心理弹性高于儿童青少年[15]。这一结果差异与调查

对象的特殊性存在关系。失能老人不仅会经历身体机能下降、亲友离世等重大生活变化，还要面对更多

困境和压力，例如长期卧床活动减少、需要人长期照料、加重家庭经济负担等，因此伴随着更多痛苦、

恐惧、自责等心理，更难应对压力源。 
通过方便抽样的方法对四川省失能老人心理弹性进行探索的结果表明，性别、户籍、文化程度、职

业、每月经济收入都是失能老人心理弹性的影响因素，这与过往的研究存在一致性[19] [20]。生活在城镇

以及收入更高的失能老人心理弹性更强，这可能是因为生活在城镇以及高收入的失能老人群体能更快捷

地享受到医疗服务系统，获取专业人士的帮助，从而降低因丧失部分行为能力而产生的恐惧、忧虑情绪。

此外，退休前职业、不同的受教育程度对失能老人的心理弹性存在显著的影响。相比而言，退休前多为

脑力工作、文化程度更高的老人心理弹性水平更高，这涉及老人是否能对疾病有科学、客观、理性的认

知和预期。总体看来，想要提升失能老人的心理弹性，一方面应从预防入手，社会及医护工作者应加强

教育和宣传，提升人们对失能风险因素的认知，降低失能风险；另一方面应从保障入手，政府应合理安

排医疗资源以及从政策层面减轻失能老人就医压力。注重特殊老人的心理健康的塑造，通过多途径提高

其心理弹性水平，是我国积极老龄化努力前进的方向。 
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社会联系与失能老人心理弹性存在着正相关。社会学中将人际交往网络分为

强关系和弱关系两种[21]，其中强关系网络表现为有较多可以互动且联系紧密的人，例如家人、朋友、同

事等。弱关系网络表现为亲密程度较低、感情较弱、互动次数少、互惠交换少，是社会群体间交换信息

的有效渠道，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对于生活在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基石的中国社会

[22]中的失能老人来说，社会联系越紧密，与外界的沟通和接触、互动以及资源的传递就越多[23]，应对

风险的压力也更小。 
本研究还发现，社会支持在社会联系与心理弹性中发挥完全中介的作用。这符合社会网络理论、社

会支持理论以及社会交往理论所作出的推论，即拥有良好的社会联系会提高失能老人实际感知和主观感

知到的社会支持，当失能老人同时拥有应对生活压力的实际资源和相信他人会提供支持的信念之后，便

可以抑制对应激事件的情绪及生理反应，增加其心理弹性。这一结果也与以往对不同人群的研究一致[24] 
[25] [26]，社会支持与心理弹性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借助强的社会关系是获取社会支持与社会资源最牢

靠、节省成本的方法[27]。实际或感知社会支持更高的人能够更好地应对外部压力，更好地调整心理功能，

尤其是对老年群体来说，社会支持是其心理弹性的保护性因素[28]。情绪选择理论(Socioemotional Selec-
tivity Theory, SST)指出，老年人会以情绪目标为主导安排自己的社会交往，将更多的精力集中在重要关

系上，减少外围的交往，从而提升自己的积极体验[29]。高心理弹性的老人拥有较多来自家庭和朋友的心

理和物质资源，以增强其心理韧性水平[30] [31] [32]。老年期虽然处于人生发展阶段中的衰退期，但是仍

有在生命最后阶段的自我整合的发展任务。在应对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个体情感上获得的被尊重、支持

和理解的体验越多，其内心的满意程度越高，个体发展出的能力也就越强[33]。能在日后的生活中继续不

断调整自己的认知和行为，应对生活中的其他变化。 
作为一种应对负面事件时的内在能力，心理弹性对维持失能老人社会功能发挥以及康复有着非常重

要的作用[34]。目前我国社会正在面临转型，以社区服务为主导的互助养老所占比重逐年增加，甚至有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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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家庭养老的趋势，在这一过程中，为失能老人提供社会支持的对象也部分地会从儿女转移到社区工作

人员、同辈等。对于以血缘关系为基石、以孝道文化为根基的中国社会来说，这一转变无疑会带来不少

的挑战，我们在大力发展社会养老的同时，仍然应该加强立法和道德方面对于家庭养老的支撑作用，并

探索更多适合现代社会发展的方式，提升失能老人的心理复原力，帮助其幸福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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