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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探讨心理弹性在宫颈癌患者社会支持和病耻感间的中介作用。方法　采用一般资料调查问

卷、社会影响量表（SIS）、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心理弹性量表（CD-RISC）对258例宫颈癌住院患者进

行问卷调查。结果　宫颈癌患者 SIS 得分（57.75±8.890）分 ，SSRS 得 分（35.76±7.499）分 ，CD-RISC 得 分

（54.65±15.852）分。SIS得分与SSRS得分（r =-0.347）和 CD-RISC 得分（r =-0.274）均呈负相关（P <0.05），

SSRS 得分与 CD-RISC 得分（r =0.236）呈正相关（P <0.05）。心理弹性在患者社会支持和病耻感间起中介作

用，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12.22%。结论　社会支持可通过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对宫颈癌患者病耻感产生间接影

响，心理弹性可提高社会支持对宫颈癌患者病耻感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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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resilience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stigma in 

cervical cancer patients.  Methods The general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 the Social Impact Scale (SIS), the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SSRS) and the 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 were used to survey 258 

cervical cancer inpatients.  Results The scores of SIS, SSRS and CD-RISC were (57.75 ± 8.890), (35.76 ± 7.499) 

and (54.65 ± 15.852) respectively. The stigma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ocial support (r = -0.347 ) and the 

resilience (r = -0.274) (P < 0.05 ), The resilienc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ocial support (r = 0.236, P < 

0.05 ). The resilience had mediation effect between the social support and the stigma, and the mediation effect 

accounted for 12.22% of the total effect.  Conclusions Social support plays an indirect effect on stigma in cervical 

cancer patients by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resilience, and the resilience can improve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social 

support on stigma in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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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耻感是指个体因患某种疾病而引起的一种负

性心理理念，主要是因公众对疾病的刻板印象而导

致患者产生的内心羞耻感受，可使患者产生严重的

心理压力，带来就医延迟、治疗依从性低等问题，

严重降低患者的生存质量等[1]。有研究显示宫颈癌

患者普遍存在病耻感[2]。心理弹性为个体恢复、应

对或适应逆境、创伤、灾难、健康问题等各种应激

源时的能力[3]。HOFER 等[4]研究显示，提高患者的

心理弹性可以增强个体对病耻感的抵抗力，降低患

者病耻感水平。社会支持是心理弹性复原过程中重

要的保护因素[5]，可以帮助患者利用各种社会资源，

抵制病耻感等负性情绪[6]。但目前国内外对宫颈癌

患者心理弹性、社会支持和病耻感间的关系研究有

限，尤其是三者间的作用机制尚不明确。因此，本

研究以心理弹性为中介变量，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技

术，深入探讨宫颈癌患者三者间的关系，为医护人

员制定宫颈癌患者病耻感干预方法提供理论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1 年 12 月—2022 年 3 月中南大学湘雅

二医院、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省肿瘤医院、长沙市

中心医院 4 所三级甲等综合医院住院的 258 例患者

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病理学诊断为宫颈癌；

②年龄≥18 岁；③具有一定的沟通交流能力，能独

立或在调查人员的协助下完成问卷；④自愿参与

研 究 。 排 除 标 准 ：①合 并 其 他 恶 性 肿 瘤 的 患 者 ；

②合并严重并发症；③合并乙型肝炎、梅毒、艾滋

病等疾病。

1.2　研究工具

1.2.1 　 一般资料调查问卷 　由研究团队查阅文献

后自行设计，包括年龄、婚姻状况、职业、文化

程 度 、 家 庭 月 总 收 入 、 疾 病 分 期 、 主 要 居 住 地 、

有无宫颈切除手术史等。

1.2.2 　 社会影响量表（social impact scale, SIS） 　该量

表由 PAN 等[7]进行汉化，量表包括经济歧视（3 个条

目：1、2、4）、社会隔离（7 个条目：7、16、17、18、20、

23、24），内在羞耻感（5 个条目：11～14、19）、社会排

斥（其 他 9 个 条 目）4 个 维 度 ，共 24 个 条 目 ；采 用

Likert 4 点评分法 ，“极不同意”表示 1 分 ，“极为同

意”表示 4 分。量表总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5～

0.90，各 维 度 相 关 系 数 为 0.28～0.66，量 表 效 度 较

好[7]。各维度得分之和越高表示患者感知社会对自

己的影响越大、病耻感越强。

1.2.3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SSRS） 　该 量 表 由 肖 水 源 [8] 编 制 ， 包 括 主 观 支 持

（4 个条目：1、3、4、5），客观支持（3 个条目：2、6、7）

和 对 支 持 的 利 用 度（其 他 3 个 条 目）3 个 维 度 ，共

10 个条目；各维度得分之和越高表示患者社会支持

越好。

1.2.4 　 心 理 弹 性 量 表（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 　该量表由 YU 等[9] 翻译并修订为

中文版，包括坚韧（条目 11～23）、乐观（条目 2、3、4、

6）、自 强（其 他 8 个 条 目）3 个 维 度 ，共 25 个 条 目 ；

采用 Likert 5 点评分法，0 分表示“从不”，4 分表示

“ 几 乎 ”。 量 表 的 Cronbach's α 系 数 为 0.91，各 维 度

Cronbach's α系数为 0.66～0.88。各维度得分之和越

高表示患者心理弹性能力越强。

1.3　资料收集方法

调查人员经过统一培训后在 4 所医院的妇科和

肿瘤科，对住院的宫颈癌患者发放纸质问卷。在

患者自愿同意调查的前提下，告知保密措施，采

用匿名方式填写问卷。本次共发放问卷 280 份，剔

除 中 途 退 出 的 7 份 ， 去 除 问 卷 所 有 条 目 缺 失 值≥
20% 的 15 份，回收有效问卷 258 份，有效回收率

92.14%。

1.4　统计学方法

数 据 分 析 采 用 SPSS 26.0 和 Amos 28.0 统 计 软

件，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计数资料

以构成比（%）表示，相关分析用 Pearson 法；心理弹

性在宫颈癌患者社会支持和病耻感间的中介作用

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并采用 Bootstrap 法对心理

弹性在社会支持和病耻感间的中介作用进行验证。

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宫颈癌患者的一般情况

本研究中，宫颈癌患者年龄为 24～78 岁，平均

（51.14±8.920）岁；已婚 231 例（89.5%）；农民或工人

138 例（53.5%），无业或家庭主妇 56 例（21.7%），其他

职 业 64 例（24.8%）；初 中 及 以 下 文 化 程 度 189 例

（73.3%），高 中 或 中 专 51 例（19.8%），大 学 及 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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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例（7.0%）；家 庭 月 总 收 入 < 3 000 元 136 例

（52.7%），3 000～5 000 元 78 例（30.2%），< 5 000～

10 000 元 36 例（14.0%），> 10 000 元 8 例（3.1%）；居

住在农村 175 例（67.8%），居住城市 83 例（32.2%）；

行宫颈癌手术治疗和未进行手术治疗患者各 129 例

（50.0%）；宫颈癌诊断分期Ⅰ期 66 例（25.6%），Ⅱ期

128 例（49.6%），Ⅲ期及以上 64 例（24.8%）。

2.2　宫颈癌患者社会影响量表、社会支持评定量

表、心理弹性量表得分情况和相关性分析

本 研 究 中 ，宫 颈 癌 患 者 SSRS 得 分 为（35.76±

7.499）分，SIS 得分为（57.75±8.890）分、CD-RISC 得

分 为（54.65±15.852）分 。 Pearson 相 关 分 析 结 果 显

示，宫颈癌患者 SSRS 得分与 SIS 得分呈负相关（r =

-0.347，P =0.000），CD-RISC 得分与 SIS 得分呈负相

关（r =-0.274，P =0.000），SSRS 得分与 CD-RISC 得分

呈正相关（r =0.236，P =0.000）。

2.3　宫颈癌患者心理弹性的中介效应分析

严格控制人口学因素对回归方程的影响，以社

会支持为自变量，病耻感为因变量建立回归方程 1；

以社会支持为自变量，心理弹性为因变量建立回归

方程 2；以社会支持、心理弹性为自变量，病耻感为

因变量建立回归方程 3。最后结果显示：方程 1 中社

会支持能负向预测病耻感（P <0.05）；方程 2 中社会

支持能正向预测心理弹性（P <0.05）；方程 3 中社会

支持、心理弹性能同时负向预测病耻感（P <0.05）。

由此可知，心理弹性在宫颈癌患者社会支持和病耻

感 间 的 中 介 效 应 存 在 ，且 为 部 分 中 介 作 用 。

见表 1。

2.4　心理弹性的中介效应验证

建立宫颈癌患者社会支持、心理弹性和病耻

感的结构方程模型，并采用 AMOS 28.0 对模型进行

检验，模型中各路径分析结果见图 1。本研究模型

拟 合 较 好（指 数 ：χ2 / df = 1.409，RMSEA =0.040，

NFI =0.959，RFI =0.942，IFI =0.988，CFI =0.988，GFI =

0.967，TLI =0.982）。

采用 Bootstrap 法对心理弹性在宫颈癌患者社会

支持和病耻感间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重复取样

5 000 次，社会支持到病耻感的间接效应置信区间

不包含 0，说明宫颈癌患者社会支持到病耻感的间

接效应存在；直接效应置信区间不包含 0，说明直

接效应存在，再次验证，心理弹性在社会支持与

病耻感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12.22% （-0.055/-0.450）。见表 2。

表1　宫颈癌患者社会支持、心理弹性与病耻感的线性回归分析 

自变量

年龄

职业

文化程度

婚姻

家庭月收入

居住地

疾病分期

有无行宫颈手术

社会支持

心理弹性

F 值

P 值

调整 R2

方程 1

b

-0.079

0.049

-1.186

-0.188

-1.054

0.046

0.013

-2.248

-0.363

-

5.250

0.000

0.130

Sb

0.062

0.421

1.065

0.699

0.732

1.375

0.837

1.241

0.074

-

t 值

-1.260

0.116

-1.114

-0.269

-1.441

0.034

0.015

-1.812

-4.892

-

P 值

0.209

0.908

0.266

0.788

0.151

0.973

0.988

0.071

0.000

-

方程 2

b

0.069

-0.052

5.733

0.724

1.353

3.890

-3.668

-3.061

0.314

-

5.651

0.000

0.140

Sb

0.111

0.746

1.888

1.238

1.297

2.437

1.483

2.199

0.131

-

t 值

0.625

-0.069

3.036

0.585

1.043

1.596

-2.474

-1.392

2.387

-

P 值

0.532

0.945

0.003

0.559

0.298

0.112

0.014

0.165

0.018

-

方程 3

b

-0.072

0.044

-0.597

-0.114

-0.915

0.446

-0.364

-2.563

-0.331

-0.103

5.714

0.000

0.155

Sb

0.062

0.415

1.069

0.689

0.723

1.362

0.834

1.227

0.074

0.035

t 值

-1.163

0.105

-0.559

-0.165

-1.267

0.327

-0.436

-2.089

-4.473

-2.910

P 值

0.246

0.916

0.577

0.869

0.206

0.744

0.663

0.038

0.000

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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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宫颈癌患者病耻感、社会支持、心理弹性的现

状分析

本 研 究 中 ，宫 颈 癌 患 者 病 耻 感 SIS 得 分 为

（57.75±8.890）分，低于葛莉娜等[10]对青年宫颈癌患

者病耻感的调查（62.29±8.31）分。对宫颈癌的认知

不足，女性器官的丧失，治疗的副作用等等均可能

导致宫颈癌患者产生较高水平的病耻感[11]。另外，

本 研 究 中 宫 颈 癌 患 者 社 会 支 持 得 分 为（35.76±

7.499）分，低于杜华等[12] 对乳腺癌患者的社会支持

得分（41.47±6.67）分。分析原因可能与以下因素有

关：①本研究中宫颈癌患者年龄（51.14±8.920）岁，

而杜华等[12]调查的乳腺癌患者为小于 40 岁的青年，

相比年轻患者，年纪较大患者，患病后更少主动寻

求外界的帮助和支持，且很少主动向别人倾诉，因

而获得社会支持较低。②宫颈癌患病与 HPV 持续

感染有关，而 HPV 又通过性传播，因而患者患病后，

担心他人会用异样的眼光看待自己，而逃避社交活

动，阻碍患者获得社会支持[2]。本研究结果中宫颈

癌患者心理弹性总分为（54.65±15.852）分，低于肺

癌患者心理弹性得分（61.35±19.87）分[13]，这可能与

宫颈癌患者均为女性有关，中国传统“男主外，女主

内”的儒家思想，女性患者社会经历较少，患病后不

能坚强面对疾病，抗压能力较弱[14]，因而心理弹性

较低。

3.2　宫颈癌患者社会支持、心理弹性、病耻感的关系

本研究中，宫颈癌患者 SSRS 得分与 SIS 得分呈

负相关，与乳腺癌的研究结果一致[15]，表明社会支持

越好的患者，其病耻感越弱。本研究团队前期研究

发现社会支持高的患者更能保持乐观心态，积极应

对疾病，抑制病耻感的产生[16]；反之，社会支持较低

的患者，患癌后更容易采取回避或屈服的态度应对

疾病，更容易滋生愧疚、羞耻、自责等负性情绪[16]。

此外，本研究 SSRS 得分与 CD-RISC 得分呈正相关，

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助于激发患者心理应激，帮助患

者产生精神力量，使患者具有较好的抗压能力[17]。

另外，本研究结果显示 CD-RISC 得分与 SIS 得分呈负

相关，这说明心理弹性好的患者，更能够抵抗病耻感

的产生。心理弹性是个体适应逆境的能力，可以保

护应激源对机体的负面影响，提高患者心理弹性能

力，可以提高患者的应对能力，并能减少负性情绪的

客观支持

主观支持

对支持的利用度

e9

e1

e2

e3

e4 e5 e6

e7

e8

e10e10

e11

e12

社会隔离
心理弹性

坚韧 自强 乐观

病耻感

内存羞耻感

社会排斥

经济歧视

0.24

-0.40

0.55

0.
28

0.8
10.92

-0.19

0.08

0.650.850.84

0.64

社会支持

0.41

0.48

0.30

0.69
0.81

0.
83

0.5
8

0.5
8

0.62

图1　宫颈癌患者心理弹性的中介效应结构方程模型和各路径标准化系数

表2　258例宫颈癌患者心理弹性在社会支持和病耻感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社会支持→病耻感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点估计值

-0.450

-0.395

-0.055

系数相乘积

Sb

0.073

0.075

0.022

Z 值

-6.164

-5.267

-2.500

95% CI

下限

-0.585

-0.537

-0.102

上限

-0.299

-0.245

-0.016

95% CI 偏差校正

下限

-0.590

-0.538

-0.111

上限

-0.304

-0.248

-0.021

注 ： 报告结果均为标准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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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18]。因此提示，医护人员应帮助宫颈癌患者从

社会支持系统中获取精神力量，增强战胜疾病信心，

提高心理弹性，降低病耻感水平。

3.3　心理弹性在宫颈癌患者社会支持和病耻感间

起部分中介作用

本研究回归分析得出心理弹性是宫颈癌患者社

会支持和病耻感间的中介变量，起着部分中介作用，

并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采用 Bootstrap 法对中介效

应进行验证，结果进一步说明心理弹性能提高宫颈

癌患者的社会支持水平抑制病耻感的产生。心理弹

性高的宫颈癌患者，遭受癌症等创伤时，能展现乐

观、坚韧、自强等正性情绪，并付诸行动如主动寻求

外界支持，从而促进身心健康，缓解负性情绪[17]。心

理弹性低的宫颈癌患者，在面对应激事件时，容易产

生社会退缩、避免社交活动等逃避行为，因而得到的

社会支持较少，更容易滋生悲观、绝望、羞耻等负性

情绪[19]。因此，医护人员在对宫颈癌患者病耻感进

行干预时，加强患者自身的心理弹性能力提升显得

尤为重要，临床中应关注患者的心理状况，帮助患者

建立坚韧、乐观、自强的心态，减少病耻感等负性心

理问题的产生。

综上所述，本研究仅是对宫颈癌患者病耻感、社

会支持及心理弹性三者间的关系进行横断面调查和

对心理弹性的作用机制进行探讨，而未采取干预措

施。今后的研究中，可以通过对患者的心理弹性进

行干预，来改善患者的病耻感等负性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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