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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民警领悟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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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　监狱民警的心理健康水平相对较低，寻找提升监狱民警心理健康水平的方法对监狱监管安全和建设平安

中国有重要意义。目的　探讨监狱民警领悟社会支持、压力知觉、心理韧性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为改善监狱民警的心理健康

状况提供参考。方法　于 2022年 3月，采用整群抽样法抽取西部某省某男犯监狱 424名民警为研究对象，采用领悟社会支持

量表（PSSS）、压力知觉量表（CPSS）、心理韧性量表（CD-RISC）和一般健康问卷（GHQ-20）进行调查，采用Process 4. 2分析压力

知觉在领悟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心理韧性的调节作用。结果　①男性监狱民警GHQ-20评分低于女性

民警（t=2. 095，P<0. 05）；②CPSS 评分与 PSSS、GHQ-20 评分均呈负相关（r=-0. 670、-0. 703，P 均<0. 01），GHQ-20 评分与

PSSS、CD-RISC 评分均呈正相关（r=0. 580、0. 693，P 均<0. 01）；③领悟社会支持可以正向预测心理健康（β=0. 154，95% CI：

0. 133~0. 175，P<0. 01）；④压力知觉在领悟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之间起中介作用［间接效应值=0. 087（95% CI：0. 064~0. 112，
P<0. 01），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 88. 78%］；⑤“领悟社会支持→压力知觉→心理健康”这一中介效应的后半段路径（压力知觉→
心理健康）受心理韧性调节（β=0. 074，95% CI：0. 046~0. 102，P<0. 01）；⑥心理韧性还调节压力知觉在领悟社会支持与心理

健康之间的中介效应［依次检验的 3 个回归系数均显著：a=-0. 537（95% CI：-0. 594~-0. 480，P<0. 01），b1=-0. 162（95% CI：

-0. 197~-0. 127，P<0. 01），b3=0. 074（95% CI：0. 046~0. 102，P<0. 01）］。结论　监狱民警的领悟社会支持可直接影响心理健康

状况，也可以通过压力知觉间接影响其心理健康状况。监狱民警的领悟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该

中介效应后半段受心理韧性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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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The mental health level of the prison police is relatively low， so finding innovative ways to improve 
the mental health of them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safety of prison supervision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peaceful China 
initiative.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perceived stress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with 
mental health of prison police，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improving their mental health. Methods　In March 2022， 424 police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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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ing in a male prison in a western province were selected by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and investigated with the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PSSS）， Chinese Perceived Stress Scale （CPSS）， 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 and 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 20 （GHQ-20）， then Process 4. 2 was used employed to verify the mediating role of perceived stress as well a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mental health. Results　①Male 
subjects scored higher on GHQ-20 than female subjects （t=2. 095， P<0. 05）.  ②CPSS score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PSSS and 
GHQ-20 scores （r=-0. 670， -0. 703， P<0. 01）， and GHQ-20 score showe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PSSS and CD-RISC scores 
（r=0. 580， 0. 693， P<0. 01）.  ③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positively predict mental health （β=0. 154， 95% CI： 0. 133~0. 175， 
P<0. 01）.  ④Perceived stress played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mental health， and the 
mediation effect size was 0. 087， accounting for 88. 78% of the total effect （95% CI： 0. 064~0. 112， P<0. 01）.  ⑤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played a moderating role in the second half （perceived stress→mental health） of the mediating path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perceived stress→mental health"（β=0. 074， 95% CI： 0. 046~0. 102， P<0. 01）.  ⑥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lso regulated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perceived stres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mental health ［three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tested in turn are significant： a=-0. 537 （95% CI： -0. 594~-0. 480， P<0. 01）， b1=-0. 162 （95% CI： -0. 197~-0. 127， 
P<0. 01）， b3=0. 074 （95% CI： 0. 046~0. 102， P<0. 01）］. Conclusion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of prison police has an impact on 
their mental health both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through perceived stress.  In addition，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of prison police has a 
moderated mediation effect on mental health， and it is partially moderated by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Funded by General Project of 
Sichuan Prison Administrative Bureau in 2022］

【Keywords】 Mental health；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Perceived stress；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个体在面对负性刺激时出现的紧张和压力感

受等心理反应被称为压力知觉［1］。高压力知觉会影

响个体身心健康，如降低主观幸福感、导致社会适

应不良等［2］。然而，并非所有个体处于高压力知觉

时都会出现身心问题，积极心理资源可能会抵消其

消极影响［3-5］。领悟社会支持反映了个体对外界所

提供支持的情绪体验和满意程度［6］。感知到社会

关系中的支持与帮助可以使处于挫折或消极事件

中的个体快速降低情绪体验和压力知觉水平，并促

进其适应与成长［7-8］。个体在压力、逆境、威胁及创

伤等情境下通过自我调适快速恢复积极心理机能

的能力被称为心理韧性［9-10］。心理韧性水平较高的

个体能更有效地调动心理资源去应对压力，从而降

低压力知觉对身心健康的危害［11-12］。故本研究假

设：压力知觉在领悟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之间发挥

中介作用，且该中介作用受心理韧性的调节。监狱

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一环，监狱民警的心理健

康应受到更多关注，但既往研究多集中于公安和武

警等部门［13-14］，且压力知觉和心理韧性在领悟社会

支持与心理健康之间作用关系的研究有限。本研究

通过探讨监狱民警领悟社会支持、压力知觉和心理

韧性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分析压力知觉在领悟社会

支持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心理韧性的调

节作用，为提高监狱民警的心理健康水平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 象　

于 2022 年 3 月，采用整群抽样方法，对西部某

省某男犯监狱 456 名在职民警进行匿名问卷调查，

共发放问卷 456份，回收有效问卷 424份，有效回收

率为92. 98%，参与调查的被试均知情同意。

1. 2　评定工具　

采用基本情况调查表收集监狱民警的人口学

资料，包括性别和年龄。

采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PSSS）［6］评定被试领悟到的社会支持水平。该

量表共 12个条目，包含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

支持三个维度。采用 1~7 分 7 级评分，总评分范围

12~84分，总评分越高表明个体领悟到的社会支持越

高。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 939。
采用压力知觉量表（Chinese Perceived Stress 

Scale，CPSS）［15］评定被试知觉到的压力程度。该量表

共 14个条目，包含紧张感和失控感两个维度。采用

0~4分5级评分，失控感维度采用反向计分。总评分

范围 0~56分，总评分越高表明被试的压力知觉水平

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 929。
采 用 心 理 韧 性 量 表（Connor-Davidson Resil⁃

ience Scale，CD-RISC）［16］评定被试的心理韧性水

平。该量表共 25个条目，包含坚韧性、力量性和乐

观性三个维度。采用 1~5 分 5 级评分，总评分范围

25~125 分，总评分越高表明被试心理韧性水平越

高。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 964。
采用一般健康问卷（General Health Question⁃

naire 20，GHQ-20）［17］评定被试的心理健康水平。该

量表共 20个条目，包含自我肯定、忧郁和焦虑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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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采用 0~1分 2级评分。自我肯定分量表是对

心理健康积极方向的评估，评分越高表明被试自我

肯定程度越高；忧郁和焦虑分量表是对心理健康消

极方向的评估，评分越高表明被试抑郁和焦虑体验

越强。将忧郁和焦虑评分进行反向记分后，与自我

肯定分量表评分相加得到总评分，总评分范围 0~
20分，总评分越高表明被试心理健康水平越高。本

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 0. 866。
1. 3　评定方法　

采用纸质问卷进行调查。以支部为单位，分批

组织民警在会议室进行测评。主试与助手均为经

过严格规范化培训的心理咨询师，测试时使用统一

的程序与指导语，要求被试认真作答。作答时保持

环境安静，问卷填写耗时约 20 min。由质控人员统

一回收问卷并完成数据录入，对有缺失项目和呈现

规律性作答的答卷予以删除。

1. 4　统计方法　

运用 SPSS 28. 0进行统计分析。对人口学资料

进行描述统计，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x̄±s）表

示，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分析不同性别的民警各量表

评分的差异；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考查各量表评分

的相关性；使用Process 4. 2模型 14构建有调节的中

介模型，通过偏差校正Bootstrap分析中介效应，设定

样本量为5 000，95%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表示中介

效应成立；按心理韧性的平均分加减一个标准差，将

被试分为高、低和中等心理韧性水平组，采用简单斜

率检验分析心理韧性在压力知觉与心理健康之间的

调节作用；运用依次检验和中介效应差异法检验有

调节的中介效应。采用 Harman单因子法对共同方

法偏差进行检验。检验水准α=0. 05。
2 结  果  
2. 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对所有变量进行探

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13 个主成分被提取，第

一个主成分总方差解释率为 20. 42%，小于 40%，表

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 2　监狱民警一般资料和各量表评分　

在 424 名监狱民警中，男性 330 名（77. 83%），

女性 94名（22. 17%）；年龄（43. 02±9. 87）岁；PSSS、
CPSS、CD-RISC 及 GHQ-20 总评分分别为（58. 91±
10. 27）分、（22. 11±9. 60）分、（63. 57±19. 47）分和

（14. 79±4. 54）分。

2. 3　不同性别的监狱民警各量表评分比较　

男性监狱民警的 GHQ-20 评分低于女性，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t=2. 095，P<0. 05）；不同性别的监狱

民警PSSS、CPSS和CD-RISC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t=1. 266、-1. 345、1. 670，P均>0. 05）。见表1。

2. 4　相关分析　

Pearson 相关分析显示，PSSS 评分与 CD-RISC
评分和 GHQ-20 评分均呈正相关（r=0. 580、0. 704，
P 均<0. 01），与 CPSS 评分呈负相关（r=-0. 670，P<
0. 01）；CPSS评分与CD-RISC评分和GHQ-20评分均

呈负相关（r=-0. 757、-0. 703，P 均<0. 01）；CD-RISC
评分与GHQ-20评分呈正相关（r=0. 693，P<0. 01）。

2. 5　中介效应检验　

领悟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直接作用分析

结果显示，领悟社会支持可以正向预测心理健康

（β=0. 154，95% CI：0. 133~0. 175，P<0. 01）。将压力

知觉与心理韧性作为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纳入分

析，领悟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直接效应不显著

（β=0. 011，95% CI：-0. 014~0. 035，P>0. 05）；领悟社

会支持可负向预测压力知觉（β=-0. 537，95% CI：
-0. 594~-0. 480，P<0. 01）；压力知觉可负向预测心

理健康（β=-0. 162，95% CI：-0. 197~-0. 127，P<0. 01）。
偏差校正 Bootstrap 5 000 次结果显示，领悟社会支

持对心理健康的总效应及压力知觉中介效应的

Bootstrap 95% CI均不包含 0。压力知觉在领悟社会

支持与心理健康之间发挥中介作用［间接效应=

表1　不同性别的监狱民警各量表评分比较（x̄±s，分）

Table 1　Comparison of scores of each scale among prison police of different genders
组　　别

女性（n=94）
男性（n=330）

t

P

PSSS评分

60. 10±11. 72
58. 58±9. 81

1. 266
0. 206

CPSS评分

20. 87±10. 47
22. 45±9. 33

-1. 345
0. 179

CD-RISC评分

66. 53±19. 01
62. 72±19. 55

1. 670
0. 096

GHQ-20评分

15. 65±4. 55
14. 54±4. 51

2. 095
0. 037

注：PSSS，领悟社会支持量表；CPSS，压力知觉量表；CD-RISC，心理韧性量表；GHQ-20，一般健康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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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87（95% CI：0. 064~0. 112，P<0. 01），间接效应占

总效应的88. 78%］。见表2、表3、图1。
2. 6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2. 6. 1　调节效应检验　

检验领悟社会支持经压力知觉对心理健康的中

介效应模型后半段是否受心理韧性的调节。结果显

示，压力知觉可以负向预测心理健康（β=-0. 162，
95% CI：-0. 197~-0. 127，P<0. 01），压力知觉与心理

韧性的交互项可以正向预测心理健康（β=0. 074，

95% CI：0. 046~0. 102，P<0. 01）。该中介模型的后

半段路径（压力知觉→心理健康）受心理韧性的调

节，ΔR2=0. 027。见表2、图1。
2. 6. 2　简单斜率检验　

随着心理韧性水平的升高，压力知觉对心理

健康的预测作用减弱，且高心理韧性水平的斜率

大于中等（95% CI：0. 041~0. 076）和低心理韧性水

平（95% CI：0. 071~0. 161），中等心理韧性水平的斜

率大于低心理韧性水平（95% CI：0. 041~0. 076）。

见图2、表4。

2. 6. 3　依次检验　

依次检验分析领悟社会支持通过压力知觉间

接影响心理健康的中介效应中的调节作用，结果显

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IE=a（b1+b3W），依次检验 a、
b1、b3的显著性：a=-0. 537（95% CI：-0. 594~-0. 480，
P<0. 01），b1=-0. 162（95% CI：-0. 197~ -0. 127，
P<0. 01），b3=0. 074（95% CI：0. 046~0. 102，P<0. 01）。

见图1。中介效应差异法分析结果显示：高心理韧性

水平时压力知觉的中介效应小于中等水平（95% CI：
-0. 044~ -0. 020）和 低 心 理 韧 性 水 平（95% CI：
-0. 088~-0. 039），中等心理韧性水平时压力知觉的

中介效应小于低心理韧性水平（95% CI：-0. 044~
-0. 020）。见表4。

表2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回归分析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a moderated mediating effect
结果变量

心理健康

压力知觉

心理健康

预测变量

领悟社会支持

领悟社会支持

领悟社会支持

压力知觉

心理韧性

压力知觉×心理韧性

β

0. 154
-0. 537

0. 011
-0. 162

0. 099
0. 074

t

14. 640a

-18. 526a

0. 863
-9. 115a

6. 451a

5. 262a

95% CI

0. 133~0. 175
-0. 594~-0. 480
-0. 014~0. 035
-0. 197~-0. 127

0. 069~0. 129
0. 046~0. 102

R

0. 580
0. 670
0. 765

R2

0. 337
0. 449
0. 584

F

214. 330
343. 224
147. 349

注：aP<0.01
表3　中介效应值

Table 3　Mediation effect size
效　　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路　　径

领悟社会支持→心理健康

领悟社会支持→压力知觉→心理健康

估计值

0. 011
0. 087
0. 098

效应量

11. 22%
88. 78%

95% CI

-0. 014~0. 035
0. 064~0. 112
0. 086~0. 124

图1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Figure 1　A moderated mediation effect model

图2　心理韧性在压力知觉与心理健康之间的调节作用

Figure 2　Moderating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stress and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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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男性监狱民警 GHQ-20 评分

低于女性，与蒲昭谦等［18］的研究结果不一致，可能

与本研究的被试均来自男犯监狱有关。由于监狱

改造对象为男性，通常由男性民警直接面对和管

理，故男性民警的人身安全、监狱管理和刑罚执行

等职业风险可能高于女性民警。长期处于高危工

作环境和应激状态可能是男犯监狱中男性民警心

理健康状况较差的原因。

本研究中，监狱民警领悟社会支持可以正向预

测其心理健康水平，这一结果与以往有关领悟社会

支持与心理健康（自我效能感、希望等）关系的研究

结果一致［19-20］。领悟社会支持水平较高的个体更容

易在社会关系中获得及时的支持、积极的情感体验

和较高的自我价值感，从而快速从痛苦和挫败中恢

复并成长，维持健康的身心状态［21-22］。因此，领悟社

会支持水平较高是心理健康的保护性因素。

研究结果表明，领悟社会支持不仅能直接影响

个体的心理健康，还能通过个体的压力知觉影响心

理健康。一方面，领悟社会支持与压力知觉水平呈

负相关，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23］。感知到的社会支

持能有效调节认知神经系统，帮助个体增强抵御压

力的意志和品质，降低个体的压力知觉［24］。另一方

面，压力知觉可负向预测其心理健康，也与既往研

究结果一致［25-26］。个体压力知觉水平越高，紧张和

失控的状态越严重，更容易诱发负性情绪，降低心

理健康水平。

本研究结果显示，心理韧性能调节压力知觉对

心理健康的影响，即心理韧性能在强度上削弱压力

知觉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同时，心理韧性也可以调

节领悟社会支持通过压力知觉对心理健康的中介

效应，表现为压力知觉的中介效应随着心理韧性水

平的提升而降低，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提升心理

健康水平的路径［27-28］。积极心理学认为，高心理韧

性水平对个体有保护意义，有助于个体在负性情境

中快速恢复［29-30］。高心理韧性水平的个体在感知到

压力时，具备更强的问题解决能力和恢复力，更倾

向于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调节认知和情绪，从而保

持良好的心理状态；而低心理韧性水平的个体在觉

察到压力后，由于低自我价值感与消极歪曲的认

知，更倾向于采取回避、逃离等消极应对方式，心理

健康水平更低。

综上所述，监狱民警领悟社会支持能够正向预

测心理健康，压力知觉在领悟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

之间起中介作用，该中介作用后半段路径受心理韧

性的调节。本研究局限性：①横断面调查，无法推

论因果关系，未来可进行追踪调查进一步探讨其关

系；②本文为单中心调研，结果应被谨慎解读，未来

可开展多中心比较；③未做到随机抽样，为提高生

态效度，可开展全国随机抽样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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