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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际糖尿病联盟的最新数据 [1]，我国 2013

年糖尿病的患病人数为 9 840万人，居全球首位，预

计到 2035年将上升到 14 300万。其中，2型糖尿病

患者占糖尿病总数的 95%。长期的饮食控制和药物

治疗、糖尿病并发症的出现、昂贵的医疗费用等都有

可能成为患者的应激源，研究表明[2-3]，2型糖尿病患

者的抑郁发生率较高。社会支持作为应激源与应激

反应的中间变量，具有应激缓冲效应，能保护人们免

受应激源的致病性影响[4]。然而，目前检索到的相关

文献很少关注 2型糖尿病患者感知社会支持与抑郁

之间的关系。因此，本研究调查 2型糖尿病患者的

抑郁与感知社会支持状况，分析两者之间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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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 2型糖尿病患者的抑郁与感知社会支持的现状，并探讨两者之间的相关性。方法 选取

株洲市 242例 2型糖尿病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情况表、抑郁自评量表（SDS）和社会支持量表（MSPSS）对

患者进行问卷调查和相关性分析。结果 本组患者抑郁发生率 46.3%；感知社会支持总得分（4.96±1.17）分；抑

郁患者在感知社会支持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低于无抑郁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0.01），其感知社会支持与

抑郁呈负相关。结论 2型糖尿病患者的感知社会支持得分越高，抑郁分数越低，应重视社会支持系统对抑郁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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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 between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depression status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鄢

Juan Yang, Jin Lv, Feng-ping Tang, Ying LI, Jia Liu
(Huna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College, Zhuzhou, Hunan 41201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status of depression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m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thods A number of 242 cases with type 2 diabetes were assessed
with personal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 Zung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ZSDS) and Multidimensional Scal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MSPS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depression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was analyzed by
Pearson correlation and Stepwise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The prevalence of depression was 46.3% and
total scor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was (4.96 依 1.17); the scores of social support
and each dimension in depress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without depression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原
tistically significant ( < 0.01);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as found between depression and social support.
Conclusions More adequate social support is associated with lower level of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原
betes.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social support system in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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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抑郁组与非抑郁组的感知社会支持得分比较 （x±s）

组别 来自家庭的
社会支持

来自朋友的
社会支持

来自其他人
的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
总分

抑郁组
（ =112） 5.36±1.48 4.02±1.83 4.08±1.55 4.49±1.21

非抑郁组
（ =130） 6.03±0.98 5.19±1.33 4.88±1.53 5.37±0.96

值 4.10 5.61 4.06 6.23

值 0.000 0.000 0.000 0.000

表 2 2型糖尿病患者抑郁与感知社会支持的相关性

变量
SDS评分

值 值

来自家庭的社会支持 -0.350 0.000

来自朋友的社会支持 -0.310 0.000

来自其他人的社会支持 -0.161 0.012

感知社会支持总分 -0.351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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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旨在为下一步制定护理干预方案提供理论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株洲市中心医院公

共卫生管理科档案中登记的 3个社区的 2型糖尿病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被诊断为 2型糖尿病

6个月以上，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糖尿病诊断标准；自

愿参加本次研究。排除标准：有急性糖尿病并发症；

既往有精神疾病史或家族史。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采用一般情况表、抑郁自评量表

和感知社会支持量表对患者进行问卷调查。一般情

况表包括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经济收

入、糖尿病病程和是否合并并发症。抑郁自评量表[5]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由 Zung编制，采

用四级评分法（1～4分），共 20个条目，总分为 20～

80分。SDS标准分 =原始分×1.25，标准分在 50以

上为抑郁。此量表在国内外已被广泛使用，经世界

卫生组织的专家翻译成汉语，并被证明有很好的信

效度。多维感知社会支持量表 [6]（multidimensional

scal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MSPSS）由 Zimet

等设计，采用 Likert 7点评分法（1～7分），共 12个

条目，总分为所有条目的平均分。该量表用来测量

个体感知的来自朋友、家庭和其他人的社会支持水

平，分值越高，说明感知的社会支持水平越高，中文

版的 Cronbach'sα值为 0.884[7]。

1.2.2 调查方法 从株洲市中心医院公共卫生管理

科档案中调出 2006年 6 月 -2011年 6 月登记的 3

个社区的 2型糖尿病患者，研究者通过电话通知患

者前来测量血糖和填写问卷，对逾期未参加者再次

电话通知。研究者向符合纳入标准的患者说明研究

目的和填写方法，征得其同意后自行填写。对不能自

行填写的患者，由经过统一培训的研究者一对一协

助填写，所有问卷以不记名方式填写。268例符合纳

入标准的患者中，18例拒绝参与，共填写 250份问卷，

剔除无效问卷 8份，有效问卷为 242份，问卷有效率

为 96.8%。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6.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

料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检验对比抑郁组与

非抑郁组的社会支持水平，Pearson相关分析抑郁和

社会支持的关系，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本组 2型糖尿病患者的一般情况

242例 2 型糖尿病患者，年龄 35～85岁，平均

（63.25±10.27）岁；男性 122例，女性 120例；高中文

化以下 114例，高中及以上 128例；有配偶 210例，

无配偶 32例；家庭月收入 2 000元以下 144例，2 000

元及以上 98 例；糖尿病病程为（6.90±5.95）年；24

例合并有糖尿病并发症，218例无糖尿病并发症。

2.2 本组 2型糖尿病患者的抑郁状况和感知社会

支持水平

本组 2型糖尿病患者 SDS标准分为（51.13±

7.98）分，112 例（46.3%）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

症状。感知社会支持总分为（4.96±1.17）分，来自家

庭的社会支持得分为（5.72±1.28）分；来自朋友的社

会支持得分为（4.65±1.68）分；来自其他人的社会支

持得分为（4.51±1.59）分。

2.3 本组 2型糖尿病患者抑郁组与非抑郁组的感

知社会支持得分比较

抑郁组与非抑郁组在感知社会支持总分、社会

支持各个维度得分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0.05）。

见表 1。

2.4 本组 2型糖尿病患者感知社会支持与抑郁的

关系

2型糖尿病患者抑郁得分与社会支持总分及社

会支持各个维度得分均呈显著负相关（ <0.05）。见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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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西倩 编辑）

3 讨论

3.1 2型糖尿病患者的抑郁状况

抑郁是一种常见的精神障碍，通常表现为情绪低

落，无愉快感，对任何事情都没兴趣，有犯罪感或无

价值感，睡眠紊乱、食欲下降等。2型糖尿病患者由

于病程长、并发症多，且需要长期的饮食控制和药物

治疗，承担长期的医疗费用，容易导致心理问题，抑

郁是最常见的心理问题之一。研究显示[8]，2型糖尿

病患者 SDS评分明显高于同期健康成年人。本研究

显示，2型糖尿病患者的抑郁发生率为 46.3%，与同

样采用 SDS评分的研究相比，比武汉社区的研究[7]所

得结果（39.2%）稍高，但是比有关住院患者研究[9]的

结果（69.5%）要低。相比武汉社区的研究，可能由于

株洲的社区卫生保健系统相对不够健全，患者对疾

病认识不足等，从而更容易出现抑郁。住院 2型糖尿

病患者可能受环境改变、病情变化等因素的影响，更

容易出现抑郁。抑郁会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9]，

还会加重医疗负担，降低治疗依从性等。因此，护理

人员应特别重视 2型糖尿病患者的心理问题，给予

有针对性的心理干预，预防抑郁的发生和缓解抑郁

情绪。

3.2 2型糖尿病患者的感知社会支持状况

社会支持 [10]是人际之间的一种信息交换过程，

包括家人、朋友和其他人提供的支持，可以分为感知

的社会支持和接收的社会支持。本次调查结果显示，

2型糖尿病患者感知的社会支持平均分为 4.96分，

其中来自家庭的社会支持平均分最高（5.72分），来

自其他人的社会支持平均分最低（4.51分），表明总

的来说这些个体并没有感到社会支持的缺乏，与以

往研究结果[7]比较接近。但是姜萍等[11]研究显示，社

区糖尿病患者的社会支持处于较低的水平，低于全

国常模，可能与研究工具不一样有关，本研究侧重的

是感知的社会支持，且目前在国内没有常模可以比

较。社会支持被认为是疾病应对过程中最具有潜力

的资源之一，有利于保证患者治疗的依从性 [12]。研

究 [9]显示，提高社会支持不仅能改善患者的满意度，

还能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本研究中患者感知来自

其他人的社会支持最低，而护理人员也属于社会支

持中的其他人，说明护理工作还有待加强，护理人员

应采取多种形式给患者提供信息支持和情感支持，

帮助患者建立健全完善的社会支持系统。

3.3 2型糖尿病患者感知社会支持与抑郁的关系

本研究结果表明，合并抑郁的 2型糖尿病患者

在感知社会支持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低于无抑郁

组，感知社会支持与抑郁呈负相关，即感知社会支持

得分越高的患者抑郁分数越低，这与同类研究[2，8]结

果基本一致。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利于缓解患者的不

良情绪，促进患者的身心健康 [13]。本次研究结果发

现，抑郁与来自家庭、朋友和其他人的社会支持均

呈负相关。因此，护理人员应重视社会支持系统对

抑郁的作用。一方面，鼓励患者保持良好的社会关

系，主动寻求和充分利用社会支持系统，并帮助患

者调动家庭和朋友的支持系统；另一方面，护理人

员应从信息、情感等方面给予患者更多的支持，可以

通过讲座、家庭访视、心理干预等多种形式帮助患

者提高社会支持水平，减少抑郁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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