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目的]了解兵团老年人心理需求、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方法]采用一般情况调查表、社会支持

评定量表、老年人心理健康问卷、心理需求量表进行数据收集，运用 SPSS16.0 进行数据处理。[结果]社会支持中的

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与心理健康中人际交往相关最为显著（P<0.01）；心理需求中的认同需求、自我实现需求与

心理健康中人际交往相关最为显著（P<0.01）；社会支持和心理需求对心理健康有正向预测作用（P<0.01）；社会支

持在心理需求和心理健康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 10.8%，P<0.01）。[结论]兵团老年人心理需求对

心理健康的影响，部分是通过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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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logical needs, social support and mental health
of the elderly in XPCC. [Methods] The authors used general condition scale, the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the senior
citizens' mental health questionnaire and psychological demand table for data collection and used SPSS16.0 for data
processing.[Outcom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social support (subjective support, support utilization), psychological needs
(need for approval, self actualization needs) and mental health is in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P<0.01); social support and
psychological needs can positively predict mental health (P<0.01); social support is a partial mediator between
psychological needs and mental health (Effect=10.8% , P<0.01). [Conclusion] Psychological needs may exert their
influence on the mental health partially through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ocial support of the elderly in XP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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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1.1. 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关于社会支持的研究由来已久，精神病学、社
会学、心理学以及医学领域有所涉猎。国外社会支

持分为两类：主观支持和客观支持；我国学者肖水

源将其分为三个方面：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支持

利用度。[1]Cobb 认为社会支持可以从广泛的病理

状 态 下 保 护 人 们 ， 改 善 人 们 的 心 理 状 态。 [2]

Sangalang 研究证实家庭支持可以减少人们患心理

障碍统计手册中标识的重度抑郁与广泛性焦虑的

可能性，家庭关系紧张会增加广泛性焦虑的发生

率；[3]Pan Bahadur Baiduar Kshetri 指出尼泊尔独

自居住的老年人，缺乏来自家庭的关心，多半伴有

心理问题。[4]李强在老年人心理健康素质与状况与

社会支持中介作用研究中，发现较高的社会支持

水平有利于提高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5]

1.2 心理需求与心理健康关系

对于心理需求与心理健康的研究多是对其各

自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研究，相对

来说较为匮乏。以往对心理需求的研究多是通过

测量其心理需求满足状况的方式进行的。[14]关于离

退休老年干部心理健康和心理需求的调查研究发

现，老年干部的基本生理需求能够得到满足，对交

往、认同和自我实现的心理需求水平较高。[6]研究

表明在民办养老院老年人心理需求的研究发现，老

年人的生理需求满足与否直接决定其心理健康状

况；[7]Katie E.Cherry 认为老年人交往需求是影响心

理健康的决定性因素。[8]此外心理需求的满足水平

影响个体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9][10][11] 心理需

求获得满足会促进产生积极地情绪，反之可能会

导致产生抑郁情绪。[12]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于新

疆的发展作出卓越的贡献。以往研究发现社会支

持在心理需求和心理健康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

用，但是对象多为普通城乡老年人；除此之外，既

往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老年人的研究多集中于

各种疾病的防治与治疗以及养老问题等方面，心

理方面的研究相对匮乏。因此本次研究以兵团老

年人为研究对象，探讨心理需求与心理健康的关

系，深入分析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目的为提升兵

团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提供意见与建议。
2 研究方法

2.1 样本

采用整群便利抽样的方法，选取石河子 6 个

社区和 8 个养老机构发放问卷 641 份，回收有效

问卷 635 份，回收率为 99%。其中男性占 43.7%，

女性占 54.8%；年龄在 59- 101 岁，平均年龄（76±
8）；未婚占 0.8%，在婚者占 47.7%，同居者占

1.9%，离婚者占 1.4%，丧偶者占 46%；文盲 / 半文

盲 43.6%，文 盲 / 半 文 盲 文 化 程 度 及 其 以 上 者

71.6%，初中文化程度 18.4%，高中文化程度及其

以上者 7.45%，大学文化程度及其以上者 2.8%。
被试无严重躯体障碍和器质性疾病，具有正常认

知能力。
2.2 研究工具

2.2.1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采用肖水源修订编制的“社会支持量表”，[1]该

量表包括三个维度，共计 10 个项目，第 1- 4 和

8- 10 题，每题只选一项，选择 1，2，3，4 项分别计

1，2，3，4 分；第 5 题，A、B、C、D 四项计总分，每项

从“无”到“全力支持”分别计 1- 4 分；第 6,7 题如

回答“无任何来源”则计 0 分；回答“下列来源”者，

选几项计几分，总 Cronbachα 为 0.70。
2.2.2 心理健康量表

采用吴振云编制的“老年人心理健康问卷”，[13]

该问卷分为五个维度，共计 50 个项目，正向和反

向各 25 道，要求对每道题回答“是”或“否”，积极

性回答记“ 1”分，消极性回答记“ 0”分，分数越

高 表 示 心 理 健 康 状 况 越 好 ， 满 分 50 分 ，总

Cronbachα 为 0.962， 情 绪 方 面 9 个 项 目（α=0.
802）、性格方面 8 个项目（α=0.794）、人际方面 12
个项目 （α=0.865）、适应方面 12 个项目（α=0.
806）、认知方面 9 个项目（α=0.613）。
2.2.3 心理需求量表

采用由傅双喜编制的“心理需求量表”，[14]该

量表包括四个维度，共计 22 个项目，采用五点计

分（非常符合、比较符合、一般、比较不符合、非常

不符合），总的 Cronbachα=0.736。
2.3 测试程序

以小区为单位，在专业人士的帮助下，由经过

培训的主试发放问卷，统一指导语。老年人按照实

际情况认真、独立作答，部分老年人经主试帮助解

释题项，独立完成作答。
2.4 质量控制方法

主试通过统一培训，明确施测目的、意义、内

容、各题项解释等。在进行现场施测时，取得小区

管理人员支持、协助完成问卷调查。实测期间主试

不做暗示、提示或者过多解释，由被试独立完成。
回收问卷时，主试检查是否填写完整，不完整者要

求被试补齐。
2.5 统计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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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SPSS 16.0 进行数据统计分析,社会支持、
心理需求与心理健康三者之间的相关分析，社会支

持、心理需求和心理健康的回归分析及中介分析。
3 结果

3.1 主要变量相关性分析

社会支持和心理需求各维度之间相关分析结

果（见表 1），社会支持的客观支持与心理需求的

认同需求呈显著正相关（P<0.01），与其他三个维

度相关性不显著；社会支持的主观支持和支持利

用度与心理需求的交往需求、认同需求、自我实现

需求均成显著正相关（P<0.01），与生理需求相关

性不显著。心理需求的生理需求与社会支持的各

维度相关性均不显著；心理需求的交往需求和自

我实现需求与社会支持的主观支持与支持利用度

呈显著正相关（P<0.01），与社会支持的客观支持

相关性不显著；心理需求的认同需求与社会支持

的各维度均成显著正相关（P<0.01）。
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各维度的相关分析 （见

表 2） 社会支持的客观支持与心理健康的性格方

面和人际方面呈显著正相关（P<0.01），与情绪、适
应和认知等方面相关不显著；社会支持和主观支

持和支持利用度与心理健康的各维度均成显著正

相关（P<0.05）；心理健康的性格方面和人际方面

与 社 会 支 持 的 各 维 度 均 成 显 著 正 相 关（P<0.01/
P<0.05）；心理健康的情绪、适应和认知方面与社

会支持的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呈显著正相关

（P<0.05），与社会支持的客观支持相关性不显著。

表 1 社会支持与心理需求各维度相关分析

注：**. P 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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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需求与心理健康各维度的相关分析 （见

表 3），心理需求的交往需求、认同需求和自我实

现需求均与心理健康的性格、人际、适应和认知等

方面呈显著正相关（P<0.05/0.01），生理需求与心

理健康的各维度相关均不显著，心理健康的情绪

方面与心理需求的各维度相关均不显著。

表 2 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各维度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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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P 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P 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注：**. P 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P 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表 3 心理需求与心理健康各维度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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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社会支持在心理需求与心理健康的中介效应

检验

由上表可知，社会支持、心理需求与心理健康

三者之间相关显著，因此对其进行回归分析，分析

其中的因果关系，并对回归系数进行检验。[15- 16]由

表 4 可以看出社会支持在心理需求与心理健康之

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标准中介效应为 0.10，标准

直接效应为 0.11，标准中介效应的比例为 52%。

表 4 社会支持在心理需求和心理健康的中介效应检验

注:SE 表示标准误。**P<0.01（同下图），Y：心理健康

总分；X：心理需求总分；W：社会支持总分

在中介效用检验中，一般认为应该给出中介

效应即 a×b（中介效应指标）的置信区间，根据

Zhao 等人提出的中介效应分析程序，[17] 并参考

Hayes 提出的 Bootstrap 方法，[18]重复取样 5000 次，

计算 95%的置信区间，再次验证中介效应。中介效

应检验结果显示 （LLCI=0.0708,ULCI=0.1768），不

包含 0，说明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

值为 0.11，与传统中介效应检验结果一致；此外在

控制了中介变量社会支持之后，自变量心理需求

对 因 变 量 心 理 健 康 的 影 响 依 然 显 著 ， 区 间 为

（LLCI=0.0170,ULCI=0.2287），不包含 0。因此，社

会支持在心理需求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中发挥部分

中介作用，与传统中介验证方法获得结果一致。
4 讨论

4.1 心理需求、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对兵团老年人的心理需求、社会支持与心理

健康的相关分析发现，兵团老年人的心理需求、社
会支持与心理健康三者之间的关系密切，支持利

用度和主观支持与心理需求呈显著正相关。支持

利用度是指个体对已经存在的社会支持的利用状

况；[19]主观支持是指个体在社会中受尊重、被支持、
理解的情感体验和满意程度，与个体的主观感受密

切相关。[1]老年人对心理需求的渴望程度越高，越

容易积极寻找满足心理需求的途径，对社会提供

的社会支持服务，如休闲活动室，社区心理咨询室

等的利用越充分。随着年龄的增大，老年人不断经

受配偶和朋友死亡的痛苦，极易产生心理障碍，最

常见的如抑郁等，老年人对周围的事物丧失兴趣，

对来自外部包括朋友或者家人的关心的感受度降

低；主观支持与支持利用度与心理健康相关显著，

对支持的利用度与心理健康相关度最高，与之前

的研究不一致，[20]且社会支持总分（33.8±6.494）
高于国内人群常模（34.56±3.73），[20- 21]这表明当

前老年人可获得社会支持增多，拥有足够多的硬

件和软件设施为之提供社会支持，维护心理健康

的关键是提高老年人社会支持的利用度；交往需

求、认同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与心理健康关系密

切，其中自我实现需求与心理健康的相关最为密

切。研究表明，老年人参加各种活动，保持好与他

人的正常交往，有利于老年人心身健康，反之则会

产生寂寞孤独、抑郁或焦虑等不良情绪，危害心理

健康。[22]研究证实，自尊与个体心理健康存在密切

关系，[23]而自尊是个体对自我价值、重要性等方面

的评价，与他人对自己能力的认同紧密联系，老年

人的自我实现需求和认同需求的满足状况会影响

老年人自尊水平，进而也会影响老年人的心理健

康。此外研究表明，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自我

实现需求水平呈下降趋势，[24- 25]原因可能是老年人

由于年龄增长，可获得社会资源下降，只能“忽视”
自我实现需求的满足，由此阻碍老年人成功渡过

埃里克森人格发展阶段理论的最后一个阶段———
自我完善对失望，危害老年人心理健康。
4.2 社会支持在心理需求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

作用

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本次研究采用回归的方

法进一步探讨社会支持在心理需求与心理健康关

系上的作用。结果发现，社会支持在心理需求和心

理健康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伴随年龄的增长，老

年人经历过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的变迁，对自己在

家人、朋友中的形象更加注重，希望获得他人的认

可，渴望与他人交流，确定自己的独特性和价值。[24]

而来自自身、家人或者朋友的认同，将直接影响老

年人对人际活动的态度与参与度，同时由于个体

所获得的社会支持以及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不

同，也会间接地对老年人维持交往状态产生一定

的影响。支持利用度影响人际方面，与朋友的交际

与感情沟通本身就是一种对情感支持的利用，与

朋友接触的频率越高，越深入，越能够促进人际方

面的健康，[26] 其中若老年人对自己的现状感到满

足，感到人生逐渐达到完善，即使对社会支持的利

用程度不高，仍然不会对人际方面的健康产生影

响，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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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显示社会支持在心理需求与心理健康之

间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在关注老年人心理需求的

同时，应更加注意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状况，尤其是

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帮助老年人遇到问题学会求

助，乐于求助。同时也要教导年轻人，改变对老年

人刻板印象，丰富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减少老年歧

视（指向老年人的偏见和区别对待），[27]为老年人

创建一个成功老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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