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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　心理资本会对个体创伤后成长和幸福感产生明显影响，而目前关于白血病患儿家长心理资本及其相关因

素的研究较为有限。目的　探讨白血病患儿家长心理资本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以期为制定提升白血病患儿家长心理资

本的干预策略提供参考。方法　选取 2021年 3月-2022年 4月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内科就诊的 143例白血病患

儿的家长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积极心理资本问卷（PPQ）、简体中文版创伤后成长量表（C-PTGI）和Campbell
幸福感指数量表（IWB）对白血病患儿家长进行调查，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积极心理资本的影响因素。结果　白血病患儿家

长PPQ总评分为（113. 48±15. 80）分，PPQ总评分与C-PTGI总评分和 IWB总评分均呈正相关（r=0. 727、0. 598，P均<0. 01）。患

儿病程（β=0. 136，P=0. 017）、受教育程度（β=0. 139，P=0. 012）、创伤后成长（β=0. 622，P<0. 01）是白血病患儿家长积极心理资

本的影响因素，可解释总变异的57. 6%。结论　白血病患儿家长积极心理资本水平有待提高，患儿病程、受教育程度以及创伤

后成长是其积极心理资本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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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Psychological capital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individual post-traumatic growth and well-being.  
However， there is limited research on the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its related factors among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leukemia.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psychological capital status of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leukemia and analyze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formulating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to improve the psychological capital among these parents. Methods　
From March 2021 to April 2022， 143 parents of children diagnosed with leukemia from the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at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was selected.  The general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Questionnaire （PPQ）， Chinese-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 （C-PTGI） and Index of Well-being Scale 
（IWB）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participants.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Results　The PPQ total score for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leukemia was （113. 48±15. 80）.  The PPQ total score 
showed positive correlations with the scores of C-PTGI and IWB （r=0. 727， 0. 598， P<0. 01）.  The course of children's illness （β=
0. 136， P=0. 017）， parental education level （β=0. 139， P=0. 012） and C-PTGI score （β=0. 622， P<0. 01） wer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among these parents， collectively explaining 57. 6% of the total variability. Conclusion　The level of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among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leukemia warrants improvement.  Factors including course of the childr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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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岁儿童白血病发病率为 42. 33/百万，每年约有

1. 1 万名儿童被诊断为白血病。患儿生命受到威

胁、住院生活反复、工作性质改变和经济负担增加

等应激因素，使家长容易产生焦虑抑郁情绪和创伤

后应激障碍等心理问题［2］。缓解家长的焦虑情绪不

仅有助于提升家长的心理健康水平，还会对患儿的

治疗产生积极效果［3］。

个体在面临困境时，并非只产生负性情绪，消

极事件同样可能促进个体呈现出一种新的精神力

量和品格优势，帮助其渡过心理危机［4］。积极心理

资本能反映个体在成长及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自

我效能、乐观、韧性和希望等心理状态［5］。既往研究

显示［6-7］，积极心理资本可作为长效保护因素以减少

压力对个体的负面影响，减少抑郁焦虑情绪，使个

体拥有更高水平的幸福感。幸福感是指个体所拥

有的一种最佳心理机能和体验。幸福、满足和快乐

等积极情绪体验，不仅有助于促进提高个体对疾病

的自我管理能力，还有助于减少个体的消极情绪。

创伤后成长是指个体与具有创伤性的事件或情景

抗争后所体验到的正性变化，强调个体的自我恢复

和更新能力。近年来，积极心理在临床工作中受到

越来越多的关注，既往学者研究了脑卒中患者、冠

心病患者和癫痫患者的积极心理状态［8-10］，但尚缺

乏对白血病患儿家长积极心理状态的研究。因此，

本研究通过调查白血病患儿家长的积极心理资本

现状，并探索其影响因素，以期为制定提升白血病

患儿家长积极心理资本的干预措施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选取 2021年 3月-2022年 4月在新疆医科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儿内科就诊的白血病患儿的家长为

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经骨髓穿刺后确诊为白血

病的患儿的家长；②患儿病程≥1个月；③知情同意，

自愿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①有精神病史及认知

功能障碍者；②患病期间有其他突发重大事件者；

③家庭中已有一方参加本调查者；④患儿病情不稳

定或危急。符合纳入标准且不符合排除标准共 150
例。共发放问卷 150份，回收有效问卷 143份，有效

问卷回收率为 95. 33%。本研究通过新疆医科大学

第 一 附 属 医 院 伦 理 委 员 会 审 批（审 批 号 ：

K202204-35）。

1. 2　评定工具　

采用自编问卷收集患儿家长的基本信息，包括

与患儿关系、家庭人均月收入、受教育程度、民族、

患儿是否为独生子女、患儿疾病类型和病程以及工

作类型是否改变。

采用积极心理资本问卷（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Questionnaire，PPQ）评估积极心理资本水

平［6］。该问卷共 26个条目，包含自我效能、韧性、希

望、乐观 4个维度。采用 1（完全不符合）~7（完全符

合）分 7 级评分。总评分越高，表明积极心理资本

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 Cronbach’s α系数为

0. 832。
采用简体中文版创伤后成长量表（Chinese-

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C-PTGI）［11］评估创伤

后成长水平。该量表包含人生感悟、新可能性、个

人力量、与他人关系和自我转变5个维度，共20个条

目。采用 0~5 分 6 级评分，0 分为“完全没有这种转

变”，5分为“这种转变非常多”，总评分范围0~100分，

总评分越高表明创伤后成长水平越高。本研究中，

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 0. 817。
采用 Campbell 幸福感指数量表（Index of Well-

being，IWB）［12-13］评估幸福感指数。该量表包含总体

情感指数和生活满意度两个部分，总体情感指数部

分包含8个条目，生活满意度部分包含1个条目。采

用 1~7分 7级评分，幸福感指数评分=总体情感指数

量表评分＋生活满意度评分×1. 1，幸福感指数评分

范围为2. 1~14. 7分。总评分越高表明幸福感水平越

高。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 761。
1. 3　评定方法　

2 名问卷调查者均接受一致性培训，在病房内

发放纸质问卷，使用统一指导语，向家长解释调查

目的、内容、填写方法以及保密性，患儿家长匿名、

独立填写问卷，问卷填写耗时约 20 min。为避免问

卷出现漏填状况，问卷当场回收，调查者及时检查

填写情况，若有遗漏，当场补齐。填写完毕，调查者

给予患儿家长积极心理干预的健康宣教。为增加

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准确性，问卷调查者与数据分

析者设定为不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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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23. 0进行数据分析。符合正态分布

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两两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多组比较采用方差分析，组间主效应显著则

进行事后比较（LSD法）；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考查

各量表评分的相关性；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探索

积极心理资本的影响因素。检验水准α=0. 05。
2 结  果

2. 1　不同特征的白血病患儿家长PPQ评分比较　

白 血 病 患 儿 家 长 PPQ 总 评 分 为（113. 48±
15. 80）分，四个维度评分由高到低分别为：韧性

（28. 90±5. 59）分 、乐 观（28. 80±5. 49）分 、希 望

（28. 31±5. 44）分、自我效能（27. 47±5. 81）分；C-PTGI

总评分为（64. 31±6. 77）分；IWB 总评分为（9. 20±
1. 58）分。

患儿病程为 3~6 个月和>6 个月的白血病患儿

家长 PPQ 总评分高于患儿病程<3 个月的患儿家

长，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0. 01）。受教育程

度为专科及以上的患儿家长 PPQ 评分高于受教育

程度为小学、初中及高中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均<0. 01）。家庭人均月收入>3 000 元的患儿家

长 PPQ评分高于家庭人均月收入<3 000元者，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 01）。见表1。
2. 2　相关分析　

白血病患儿家长PPQ总评分与C-PTGI总评分、

IWB 总评分均呈正相关（r=0. 727、0. 598，P<0. 01）。

见表2。
表1　不同特征的白血病患儿家长PPQ总评分比较（x̄±s，分）

Table 1　Comparison of PPQ scores among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leukemia
项　　目

民族

患儿疾病类型

患儿病程

受教育程度

家庭人均月收入

患儿是否为独生子女

工作类型是否改变

汉族

维吾尔族

哈萨克族

其他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

其他

①<3个月

②3~6个月

③>6个月

①小学及以下

②初中

③高中

④专科及以上

①<2 000元

②2 000~2 999元

③>3 000元

是

否

是

否

例数（%）

55（38. 46）
78（54. 54）

7（4. 89）
3（2. 09）

86（60. 13）
35（24. 47）
22（15. 38）
25（17. 48）
57（39. 86）
61（42. 65）
23（16. 08）
46（32. 17）
40（27. 97）
34（23. 78）
35（24. 47）
69（48. 25）
39（27. 27）
52（36. 36）
91（63. 63）
97（67. 83）
46（32. 16）

PPQ总评分

109. 41±16. 32
115. 98±15. 01
115. 71±166. 50
117. 66±17. 00
115. 41±15. 68
112. 77±16. 53
107. 04±13. 80
101. 32±17. 98
116. 21±14. 71
115. 91±13. 59
102. 87±20. 91
114. 17±14. 57
112. 95±13. 09
120. 50±12. 44
105. 87±16. 56
112. 60±14. 08
121. 87±14. 33
111. 25±15. 70
114. 75±15. 80
112. 95±16. 85
114. 58±13. 41

F/t
1. 992

2. 561

10. 133

6. 343

11. 045

-1. 280

-0. 574

P

0. 099

0. 081

<0. 010

<0. 010

<0. 010

0. 230

0. 567

LSD

③>①
②>①

②>①
④>③>①

③>②>①

注：PPQ，积极心理资本问卷

表2　白血病患儿家长PPQ评分与C-PTGI、IWB评分的相关性（r）

Table 2　Correlation between PPQ score of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leukemia and C-PTGI and IWB scores
项　　目

PPQ总评分

乐观

韧性

希望

自我效能

C-PTGI
总评分

0. 727a

0. 585a

0. 363a

0. 625a

0. 490b

与他人关系

0. 382a

0. 315a

0. 214b

0. 389a

0. 169b

新可能性

0. 409a

0. 317a

0. 404a

0. 293a

0. 151

个人力量

0. 357a

0. 335a

0. 212b

0. 318a

0. 153

自我转变

0. 135
0. 062

-0. 066
0. 050
0. 325b

人生感悟

0. 536a

0. 441a

0. 188b

0. 503a

0. 389b

IWB
IWB总评分

0. 598a

0. 567a

0. 419b

0. 524a

0. 197b

幸福感指数

0. 369a

0. 433a

0. 161
0. 309b

0. 151
注：C-PTGI，简体中文版创伤后成长量表；IWB，幸福感指数量表；PPQ，积极心理资本问卷；aP<0.01；b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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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白血病患儿家长积极心理资本影响因素的多元

回归分析　

运用简单相关系数法进行检验，患儿病程、受

教育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C-PTGI及 IWB总评分

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及自相关。以PPQ总

评分为因变量，以患儿病程（<3个月=1，3~6个月=2，
>6个月=3）、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
中=3，专科及以上=4）、家庭人均月收入、C-PTGI
总评分及 IWB 总评分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

分析，结果显示：患儿病程（β=0. 136，P=0. 017）、受

教育程度（β=0. 139，P=0. 012）、C-PTGI（β=0. 622，
P<0. 01）是白血病患儿家长 PPQ 评分的影响因素，

可解释总变异的 57. 6%（R2=0. 591，∆R2=0. 576，F=
39. 541，P<0. 05）。见表3。

3 讨  论

白血病患儿家长 PPQ 总评分及各维度评分均

低于白璐等［14］对健康人群积极心理资本的研究结

果。可能是因为白血病复发率和死亡率较高，严重

影响了患儿家长的心理韧性，故其心理韧性评分低

于健康人群。患儿家长希望维度评分低于健康人

群，究其原因，可能是白血病治疗过程复杂、治疗难

度大，家长对治疗过程及预后感到绝望［15-16］。乐观

是指个体更关注事件结果并对目标实现有一种积

极期待［17］，白血病患儿家长虽对于治愈抱有强烈的

期待，但常因疾病病因不明、预后模糊，使得其乐观

特质弱化［15］。建议在临床工作中，对患儿家长进行

充分的健康宣教，增加其对疾病的认识，以减少对

疾病的不确定感及恐惧感，提升对患儿的照护能

力。本研究中，67. 83% 的家长因孩子的病情改变

了工作类型，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家长的自我

效能感评分。此外，有学者对白血病患儿家长进行

访谈［18］，结果表明，患儿家长多有自卑心理，且认为

患儿患病与家长的照顾不周有关，存在强烈的病耻

感，在临床工作中，应帮助患儿家长树立正确的疾

病治疗观念，纠正偏见，克服恐惧心理，提升自我效

能感。

本研究结果显示，白血病患儿家长 PPQ总评分

与 C-PTGI 总评分呈正相关，家长的积极心理资本

水平越高，其创伤后成长水平也越高。原因可能在

于，积极心理资本能够作为患儿家长应对压力的源

泉和力量，帮助患儿家长从多视角看待应激性事

件，将创伤性事件作为一次契机，从困境中寻找积

极的意义，获得更多的成长。同时，本研究结果显

示，白血病患儿家长PPQ总评分与 IWB总评分呈正

相关，分析原因，较高水平的积极心理资本可以促

进身心愉悦，提高心理和生理健康水平以及幸福感

水平。

受教育程度是白血病患儿家长积极心理资本

的影响因素，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19-22］，这可能是因

为受教育程度高的家长对自身心身健康的关注度

更高，自我调适能力更好，学习和利用社会资源以

及克服苦难的能力更强，积极心理资本水平更高。

本研究中，患儿病程影响患儿家长的积极心理资本

状况，确诊时间在 6个月以内的患儿家长 PPQ 评分

更低，与郑儒君等［23］研究结果一致，原因可能在于，

刚诊断和化疗时，患儿家长存在强烈的应激冲突，

对疾病的接受程度较低，短时间内难以适应患儿的

照顾角色，容易出现心理障碍。经历多次化疗后，

家长慢慢地接受患儿患病现实，逐渐适应患病后的

照顾角色，对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产生新的感悟，积

极心理资本水平得到提高。创伤后成长水平是白

血病患儿家长积极心理资本的影响因素，与既往研

究结果一致［24］。个体在应对危机后采取积极的归

因方式和应对方式，获得创伤后成长后，更利于积

极心理资本中的自我效能和心理韧性水平的提

升［25］。经历应激事件后，创伤后成长水平高的患儿

家长更愿意寻求新的可能性、增强个人力量，提升

自我效能感，提高希望水平并改善乐观特质。

综上所述，白血病患儿家长积极心理资本水平

欠佳，患儿病程、受教育程度及创伤后成长是积极心

理资本的影响因素。医务人员应帮助患儿家长寻找

可利用的社会资源，建立良好的归因风格、挖掘积极

的心理资源和情感支持以提升其积极心理资本水

平［26-29］。本研究局限性在于：仅在一所医院开展了研

究，样本代表性有限，未来可开展多中心大样本的调

查，进一步探讨白血病患儿家长积极心理资本的影

响因素；另外，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难以清晰论证

白血病患儿家长积极心理资本随着时间变化的规律

表3　白血病患儿家长积极心理资本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

Table 3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n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in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leukemia
模　　型

常量

患儿病程

受教育程度

创伤后成长

B

-5. 739
2. 927
2. 078
1. 450

SE

8. 774
1. 211
0. 817
0. 145

β

-
0. 136
0. 139
0. 622

t

-0. 654
2. 416
2. 543

10. 002

P

0. 514
0. 017
0. 012

<0. 010
注：a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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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未来可进行追踪研究，探究积极心理资本的影响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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