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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女性中专护生负性情绪、孤独感与社会支持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制定有针对性的心理干预措施以及
开展女性中专护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参考。方法　于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０月采用随机抽样方法抽取西南医科大学护理学
院１３００名在校中专护生为研究对象，采用抑郁－焦虑－压力量表中文精简版（ＤＡＳＳ－２１）、ＵＣＬＡ孤独感量表（ＵＣＬＡ－ＬＳ）和社
会支持评定量表（ＳＳＲＳ）对其负性情绪、孤独感及社会支持等进行调查，并探索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　女性中专护生ＤＡＳＳ－２１总
评分为（２２．３９±８．２６）分，其中抑郁、焦虑、压力分量表评分分别为（７．５６±３．３２）分、（８．８２±３．４９）分、（７．００±３．５８）分；
ＵＣＬＡ－ＬＳ评分为（４６．２５±８．１２）分，ＳＳＲＳ总评分为（３３．１６±５．８２）分。女性中专护生ＤＡＳＳ－２１评分与ＵＣＬＡ－ＬＳ评分呈正
相关（ｒ＝０．４３１，Ｐ＜０．０１），ＳＳＲＳ总评分与ＤＡＳＳ－２１评分及ＵＣＬＡ－ＬＳ评分均呈负相关（ｒ＝－０．１９３、－０．３４５，Ｐ均＜０．０１）。
结论　女性中专护生的负性情绪、社会支持与孤独感之间存在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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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科技局项目基金资助［２０１７－Ｓ－４０（７／１８）］

　　中专护理专业学生中９９％为女生，年龄多为１５
～２０岁，正处于心理生理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同
时，护理专业是一项专业性强、学业繁重的医学学

科，加之面对目前激烈的就业竞争，中专护生更容易

产生心理问题，如焦虑、抑郁、人际交往困难等，影响

个体的心理社会功能。研究表明，护生是焦虑、抑郁

情绪的高发群体，其中抑郁情绪发生率高达５０％，

且多为轻中度抑郁状态［１－２］；大专实习的护生群体

焦虑、抑郁发生率分别为 １４．０％和 ３２．３％［３］。此

外，孤独感也是女性中专护生常有的负性情绪体验。

孤独感是指当个体感到缺乏令人满意的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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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对交往的渴望与实际的交往状况存在一定差距

时而产生的一种主观的心理感受或体验［４］。研究

显示，１１．５３％的在校本科生处于高度孤独水平，且
社会支持对孤独感的影响较大［５－６］。刘倩等［５，７－９］

研究表明，青少年社会支持与孤独感水平呈负相关，

护理专业学生的社会支持与负性情绪呈负相关。虽

然目前已有部分关于大学生等群体的情绪问题、孤

独感及社会支持的相关研究，但就女性中专护生而

言，她们的情绪行为问题、孤独感与社会支持的现状

及其关系，尚不完全清楚。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

了解女性中专护生的负性情绪、社会支持与孤独感

现状，并探索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制定有针对性的心

理干预措施、开展中专护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

供参考。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０月采用随机抽样方法抽取
西南医科大学护理学院全日制在校女性中专护生为

研究对象，共１３００名。发放问卷１３００份，回收有
效问卷１２８２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９８．６％。年龄
１５～２１岁，平均（１７．０１±０．８８）岁。研究对象均签
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工具

１．２．１　一般情况调查表

　　采用自编一般情况调查表收集研究对象的基本
信息，包括性别、年龄、身高、体重等。

１．２．２　抑郁 －焦虑 －压力量表中文精简版（Ｄｅ
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ｘｉｅｔｙａｎｄＳｔｒｅｓｓＳｃａｌｅ－２１ｉｔｅｍ，
ＤＡＳＳ－２１）

该量表由 Ｌｏｉｖｄｂａｎｄ等［１０］编制，用于测量个体

过去一周的负性情绪的严重程度。ＤＡＳＳ－２１包括
抑郁、焦虑、压力３个分量表，每个分量表包含７个
条目。采用０～３分４级评分法，分别代表“完全不
符合”“部分符合”“大部分符合”“完全符合”，评分

越高，表明负性情绪症状越严重：轻度、中度、重度、

极重度。已有研究显示，ＤＡＳＳ－２１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
系数分别为０．８２３、０．７５４、０．７９６和０．９１２；分量表之
间相关系数为０．７０８～０．７４１（Ｐ＜０．０１），分量表与
总量表之间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为０．８９５～０．９１０，各条
目因素负荷为０．３９～０．７９［１１］。

１．２．３　ＵＣＬＡ孤独感量表（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ａｔ
ＬｏｓＡｎｇｅｌｅｓ－ＬｏｎｅｌｉｎｅｓｓＳｃａｌｅ，ＵＣＬＡ－ＬＳ）

该量表由 Ｒｕｓｓｅｌｌ等于１９７８年编制，用于测量
对社会交往的渴望与实际水平的差距而产生的孤独

感，共２０个项目，采用１～４分４级评分法，１～４分
分别代表“从不”“很少”“有时”“一直”，评分越高，

孤独程度越高。总评分２０～３９分表示无孤独感或低
孤独；４０～５９分表示中等孤独；６０～８０分表示高等孤
独［１２］。已有研究显示ＵＣＬＡ－ＬＳ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
数为０．９４，间隔两个月的重测相关系数为０．７３，间
隔七个月的重测相关系数为０．６２［１３］。

１．２．４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Ｓｏｃ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Ｒａｔｉｎｇ
Ｓｃａｌｅ，ＳＳＲＳ）

该量表由肖水源于 １９８６年编制，包括主观支
持、客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３个维度，共１０个
条目，用于测量个体的社会支持情况［１４］。主观支持

指个体在社会中受尊重、被支持和理解的情感体验和

满意程度，与个体的主观感受密切相关；客观支持指

客观的、可见或实际的支持，包括物质上的直接支持

和社会团体关系的存在和参与；对支持的利用度指个

体对支持的利用程度。已有研究显示，量表的１０个
项目及总评分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为０．８２５～０．８９６，
分量表与总量表的相关系数为０．７２４～０．８３５［１５］。

１．３　统计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
（ｘ—±ｓ）描述，计数资料用构成比（％）描述；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方法探讨 ＳＳＲＳ、ＵＣＬＡ－ＬＳ及
ＤＡＳＳ－２１评分的相关性。检验水准α＝０．０５。

２　结　　果

２．１　女性中专护生ＤＡＳＳ－２１评分

　　女性中专护生ＤＡＳＳ－２１总评分为（２２．３９±８．２６）
分，其中抑郁、焦虑和压力分量表评分分别为

（７．５６±３．３２）分、（８．８２±３．４９）分、（７．００±３．５８）
分。检出抑郁情况正常、轻度及中度分别为９４８人
（７３．９５％）、２６３人（２０．５１％）、７１人（５．５４％）；焦虑
情况正常、轻度、中度及重度分别为４７６人（３７．１３％）、
２８７人（２２．３９％）、４３９人（３４．２４％）、８０人（６．２４％）；压
力情况正常及轻度分别为 １２３８人（９６．５７％）、４４
人（３．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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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女性中专护生ＵＣＬＡ－ＬＳ评分

女性中专护生ＵＣＬＡ－ＬＳ评分为（４６．２５±８．１２）
分，其中２０分以下共２４９人（１９．４２％），２０～３９分
共２２６人（１７．６３％），４０～５９分共７３８人（５７．５７％），
６０～８０分共６９人（５．３８％）。

２．３　女性中专护生ＳＳＲＳ评分

女性中专护生ＳＳＲＳ评分为（３３．１６±５．８２）分，
其中客观支持评分为（７．２２±１．８０）分，主观支持评
分为（１８．４４±４．５８）分，对支持的利用度评分为
（７．５０±１．６３）分。

２．４　相关分析

女性中专护生 ＤＡＳＳ－２１总评分及各分量表评
分与ＵＣＬＡ－ＬＳ评分均呈正相关（ｒ＝０．２９６～０．４４６，
Ｐ均＜０．０１）。女性中专护生ＤＡＳＳ－２１总评分及各
分量表评分与ＳＳＲＳ总评分均呈负相关（ｒ＝－０．１２２
～－０．２４２，Ｐ均＜０．０１），ＤＡＳＳ－２１抑郁、压力分量
表评分与ＳＳＲＳ各维度评分均呈负相关（ｒ＝－０．０７８
～－０．２２９，Ｐ均 ＜０．０１），ＤＡＳＳ－２１焦虑分量表评
分与ＳＳＲＳ主观支持及对支持的利用度评分呈负相
关（ｒ＝－０．０９３、－０．１１８，Ｐ均 ＜０．０１）。女性中专
护生ＵＣＬＡ－ＬＳ评分与 ＳＳＲＳ总评分及各分量表均
呈负相关（ｒ＝－０．３４５～－０．１９２，Ｐ均＜０．０１）。见
图１、图２、图３、表１。

图１　ＤＡＳＳ－２１评分与ＳＳＲＳ评分相关分析散点图

图２　ＤＡＳＳ－２１评分与ＵＣＬＡ－ＬＳ评分相关分析散点图

图３　ＳＳＲＳ评分与ＵＣＬＡ－ＬＳ评分相关分析散点图

３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女性中专护生普遍存在负性

情绪，其中最突出的是抑郁和焦虑情绪。河南某医

科大学在校大学生的抑郁检出率为１９．５３％，焦虑
检出率为１２．９４％［１６］，本研究结果远远高于该结果，

可能由于女性中专护生被要求花更少的时间和更多

的精力来学习与本科医学生同等量的知识，而就业

前景仍远不及本科生。所以，她们的焦虑、抑郁情况

更加普遍。女性中专护生普遍存在孤独感，其中有

５７．５７％的学生处于中等孤独水平，５．３８％的学生处
于高等孤独水平。这可能是因为中专护生生活在学

校、宿舍和家里这种三点一线的环境中，接触的人绝

大部分都是同学和老师，因此，在有限的交往范围

里，加上繁重的学业任务，更容易诱发其孤独感。此

外，本研究中，女性中专护生ＳＳＲＳ总评分及各维度

表１　女性中专护生ＤＡＳＳ－２１、ＵＣＬＡ－ＬＳ与ＳＳＲＳ评分相关分析（ｒ）

　　项　　目
ＤＡＳＳ－２１

总评分
抑郁 焦虑 压力

ＵＣＬＡ－ＬＳ

评分

ＳＳＲＳ

总评分
主观支持 客观支持

对支持的

利用度

ＤＡＳＳ－２１总评分 １ － － － － － － － －

　　抑郁 ０．８９８ａ １ － － － － － － －

　　焦虑 ０．８４９ａ ０．６５６ａ １ － － － － － －

　　压力 ０．８７２ａ ０．７０６ａ ０．５６７ａ １ － － － － －

ＵＣＬＡ－ＬＳ评分 ０．４３１ａ ０．３８４ａ ０．２９６ａ ０．４４６ａ １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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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ＳＳＲＳ总评分 －０．１９３ａ －０．１３９ａ －０．１２２ａ －０．２４２ａ －０．３４５ａ １ － － －

　　主观支持 －０．１２５ａ －０．０７８ａ －０．０９３ａ －０．１５３ａ －０．２５４ａ ０．８９７ａ １ － －

　　客观支持 －０．１３５ａ －０．１１５ａ －０．０５１ －０．１８４ａ －０．１９２ａ ０．５４３ａ ０．２２７ａ １ －

　　对支持的利用度 －０．１９１ａ －０．１５０ａ －０．１１８ａ －０．２２９ａ －０．３０６ａ ０．４５２ａ ０．１４１ａ ０．１９７ａ １

注：ＤＡＳＳ－２１，抑郁－焦虑－压力量表中文精简版；ＵＣＬＡ－ＬＳ，ＵＣＬＡ孤独感量表；ＳＳＲＳ，社会支持评定量表；ａＰ＜０．０１

评分均低于孙崇勇等［１７］关于普通大学生ＳＳＲＳ评分
结果，提示女性中专护生得到的社会支持较少。

相关分析显示，女性中专护生 ＤＡＳＳ－２１总评
分及各维度评分均与 ＵＣＬＡ－ＬＡ评分呈正相关，负
性情绪和孤独感均为不良的心理体验，表明个体体

验到的孤独感越强烈，其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越明

显，与孙梦圆等［１８］研究结果一致。负性情绪与社会

支持呈负相关，提示良好的社会支持能够缓解负性

情绪，与罗利等［１９］研究结果一致。其中，ＤＡＳＳ－２１
焦虑分量表与ＳＳＲＳ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评
分呈负相关，抑郁、压力分量表与社会支持各维度均

呈负相关，提示应给予中专护生良好的客观支持，还

应该教会她们如何充分利用身边已有的支持，以此

减少负性情绪。女性中专护生 ＵＣＬＡ－ＬＡ评分与
ＳＳＲＳ总评分及各维度评分均呈负相关，表明良好的
社会支持能降低孤独感水平，与李小玲等［２０］研究结

果一致。提示高校应鼓励在校护生积极结交朋友，

帮助她们与家人建立良好的关系，丰富她们的课余

生活，以便能够及时得到主客观支持，从而减少孤独

体验。

综上所述，女性中专护生的负性情绪、社会支持

及孤独感现状均存在不同程度问题。本研究虽然得

出负性情绪、社会支持及孤独感之间存在相关性，但

仍不清楚三者间具体的发生机制；此外，本研究采用

横断面调查方法，未对参与研究的女性中专护生进

行随访观察，对临床实践的指导作用存在局限性。

未来研究可从以上方面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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