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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重庆市三峡库区“就地后靠”(后靠)移民的心理健康现状及与社会支持的相

关性。方法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使用基本情况调查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和社会支持量

表(SSRS)对646名调查对象进行问卷测量。结果 根据SCL-90的测评结果，后靠移民的心理问题阳

性症状检出率高于当地居民(x2=4．10，P=0．04)。按性别分层，女性的强迫症状(t=2．644，P=

0．009)、人际关系敏感(t=3．220，P=0．001)、抑郁(t=2．684，P=0．008)、敌对(t=3．003，P=

0．003)、偏执(t=3．246，P=0．001)、精神病性症状(t=2．088，P=0．038)6个因子平均得分和总分

(t=2．506，P=0．013)在两组人群问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从年龄上看，≤50岁年龄段中，10个因子

平均得分和总分(t=4．114，P=0．000)在两组人群中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控制文化程度变量，两

组人群的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躯体化(t=2．777，P=0．006)、人际关系敏感(t=2．384，P=

0．018)、敌对(t=3．174，P=0．002)、偏执(t=2．611，P=0．010)4个因子平均得分和总分(t=2．125，

P=0．034)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将职业分层，除强迫症状(t=1．884，P=0．061)和恐怖(t=0．979，

P=0．328)2个因子外，两组人群中的非农民职业群体在其他因子上的平均得分和总分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除强迫症状(，．=一0．103，P>0．05)、敌对(r=一0．084，P>0．05)、偏执因子

(r=一0．071，P>O．05)9b，SCL-90总分及其他因子平均得分与社会支持总分呈显著负相关(P<

0．05)；躯体化(，-=一0．128，P<0．05)、抑郁(r=一0．140，P<0．05)、焦虑(r=一0．137，P<0．05)、

恐怖(r=一0．120，P<0．05)、附加因子(r=一0．143，P<0．05)平均得分和SCL-90总分

(r=一0．137，P<0．05)与主观支持维度呈显著负相关；10个因子平均得分及总分与客观支持维度无

显著相关性(P>O．05)。结论后靠移民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差，且心理健康水平与得到的社会支持

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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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Sychological status and social support among the settled immigrations from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s．

Methods A cluster randomized sampling was selected and 646 objects were interviewed with Basic

Situation Scale。Symptom Check—list 90(SCL一90)and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Results Our

findings from the results of SCL-90 revealed that the positive rate of psychological problem was higher in

settled immigration than that oflocal permanent residents(f=4．10，P=0．04)．Thedifferencesof scores

on 6 factors including compulsion(t=2．644，P=0．009)，interpersonal．sensitivity(t=3．220，P=

0．001)，depression(t=2．684，P=0．008)，anxiety(t=3．003，P=0．003)，paranoid—ideation(￡=

3．246，P=0．001)，psychoticism(t=2．088，P=0．038)and the total score(t=2．506，P=0．013)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female between the two groups．There were als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10

factors score and total score(t=4．114，P=0．000)notic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age≤50(P<

O．05)and the differences of 4 factors$core including somatization(f=2．777。P=0．006)，interpers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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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itivity(t=2．384，P=0．018)，hostility(t=3．174，P=0．002)，paranoid ideation(t=2．611，P=

0．010)．The total score8(t=2．125，P=0．034)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illiteracy and having received primary school education．Other than compulsion factor(t=1．884，P=

0．061)and phobic anxiety factor(t=0．979，P=0．328)，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other

factors and the totsl sco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non—farmers(P<0．05)．Except compulsion(r 2

～0．103，P>0．05)，hostility(r=一0．084，P>0．05)and paranoid idearion factor(r=一0．071，P>

0．05)，the negative correlations were obvious between the totsl 80Dl'e，other factors score and social support

(P<0．05)．The negative correlation、^脚obvious between somatization(，．=一0．128，P<0．05)。

depression(r=一0．140，P<0．05)，anxietX(r=一0．137，P<0．05)，phobic anxiety(r=一0．120，P<

0．05)，additional factor(r=一0．143，P<0．05)total score(r=一0．137。P<0．05)and subjective

support．The correlation odefficient was not significant between SCL广90 total裂20re．10 factors 8core and

that of objective support(P>0．05)。Conclusion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settled immigration was not

satisfactory and closely correlated to psychological mental level and social support．

【Key words】Psychological well—being；Latter settled immigration；Social support

长江三峡工程是当今世界上的巨大水利工程，

由此引起的百万移民问题为世界瞩目。三峡移民属

于政策性移民，实行两种安置方案(就地后靠和外

迁)。目前，对移民问题的总体研究已较为深入，涉

及到移民的迁移动力、迁移模式、安置政策、移民社

会适应性、移民社区整合、移民社会发展等方面。从

个案来看，外迁移民研究起步早，而“就地后靠”(后

靠)移民的研究则处于起始阶段⋯，尤其是对后靠移

民心理现状的研究更少。因此本文的目的在于了解

重庆市三峡库区后靠移民的心理健康现状及与社会

支持的相关性，为更好地解决可能存在的心理问题

提供科学依据。

对象与方法

1．调查对象：为重庆市云阳县、开县后靠移民和

当地居民，后靠移民均为同一批次各县内集中安置

的移民。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首先在上述两

个县随机抽取4个乡镇作为初级抽样单位，然后在

选中的乡镇随机抽取有移民的10个村作为次级抽

样单位，最后对选定的村中符合条件的移民(15岁

以上，排除聋哑、智障、严重心脑血管疾病及精神病

患者)进行问卷测量，并就近选择没有经历任何举家

搬迁事件、在当地居住时间超过8年的居民作为对

照。抽样后的样本量为640名(其中320名后靠移

民，320名当地居民)；实际共收集问卷660份，有效

问卷646份，其中后靠移民319份，当地居民327

份，有效率达97．9％。

2．一般社会经济状况【2】：云阳县总人口为

130．62万人，面积3634 kmz，是以粮食生产为主的

农业县；开县总人口为156．01万人，面积3959 km2，

支柱产业为第二产业。2006年云阳县人均GDP为

4593元，开县为6485元，两县的经济发展水平

相当。

3．研究工具与方法：

(1)基本情况调查表：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

况、文化程度、家庭类型、职业、家庭年均纯收入等

内容。

(2)症状自评量表(SCL-90)b】：主要用来测量

调查对象的心理健康状况。该量表有90个评定项

目，共含10个因子，每个条目均采用5级评分制，1

分表示无此症状，2分表示症状较轻，3分表示症状

中度，4分表示症状偏重，5分表示症状严重。总

分≥160判定为阳性症状L4J。该量表在正常人群中

应用的信度和效度较好瞪】。

(3)社会支持量表(SSRS)哺】：包含10个项目，

分为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和总体支

持4个维度。每个维度得分越高，表明得到的社会

支持越多。

(4)调查方法：本次调查于2007年11月初开

始，月底完成。调查员均由经过严格培训的本专业

硕士生及本科生承担，使用基本情况调查表、

SCL一90和SSRS量表对调查对象进行一对一、面对

面的入户调查。当场以个人完成的方式进行填表，

文化程度低者，由调查者以中性无暗示且无偏向的

语言逐项读给被试者，让其理解后自行回答。严格

控制调查问卷的质量，对当日问卷实行当日调查员

个人核查、调查小组内成员互查、各调查小组负责人

审查三级核查制度，以确保资料的完整性和可靠性。

4．统计学分析：应用Epi Data 3．02软件建立数

据库，采取双录入的方法将调查表结果输入数据库

后进行一致性核查，以保证数据录入的正确性。应

用SPSS 15．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使

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x2检验，相关关系采用两

独立样本的Pearson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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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1．基本情况构成比较：就地后靠移民年龄15～

82岁，平均年龄为48．10岁±13．69岁；当地居民年

龄16～80岁，平均年龄49．83岁±13．91岁。两类人

群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身体患病情况的构成比

均一致，而文化程度、职业构成和家庭年均纯收入构

成比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后靠移民和当地居民基本情况构成比较

注：括号外数据为实际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2．SCL90量表测评结果：

(1)两组人群心理问题阳性症状检出率比较：按

照SCL．90总分≥160进行阳性筛选，后靠移民心理

问题阳性症状检出率为11．29％，当地居民的阳性症

状检出率为6．73％，且两者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2。

表2 后靠移民和当地居民心理问题阳性症状检出率比较

(2)两组人群SCL90各因子平均得分比较：以

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为分层变量对两组人群

的SCL-90各因子平均得分进行比较(表3、4)。按性

别分层，女性的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敌

对、偏执、精神病性症状6个因子平均得分和总分在

两组人群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男

性只有躯体化因子平均得分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O．05)；将年龄分为两个层次，两组人群中≤50

岁年龄段10个因子平均得分和总分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0．05)，而在>50岁中的两组人群中，只

有恐怖因子平均得分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以文化程度为分层变量，两组人群的小学及

以下文化程度者，躯体化、人际关系敏感、敌对、偏执

4个因子平均得分和总分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而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10个因子平均得

分和总分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控制

职业变量后，除强迫症状和恐怖2个因子外，两组人

群中的非农民职业群体在其他因子上的平均得分和

总分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农民群体

的10个因子平均得分和总分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P>0．05)。

3．后靠移民中SCL广90各因子与SsRS各维度的

相关分析(表5)：除强迫症状、敌对、偏执因子外，

SCL一90总分及其他因子平均得分与社会支持总分

呈显著负相关(P<0．05)；躯体化、抑郁、焦虑、恐

怖、附加因子5个因子平均得分和总分与主观支持

维度呈显著负相关(P<0．05)；而SCL90各因子平

均得分和总分与客观支持维度无显著相关性(P>

0．05)。

讨 论

本研究发现，后靠移民的心理问题阳性症状检

出率明显高于当地居民(x2=4．10，P=0．04)。控

制性别变量后，发现女性移民的强迫症状、人际关系

敏感、抑郁、敌对、偏执、精神病性症状6个因子平均

得分明显高于当地的女性居民(P<0．05)，说明这

几个因子是女性移民中较容易出现的心理问题症

状。且女性移民的SCL．90总分高于当地居民(P<

0．05)，即与当地女性居民相比，女性移民的总体心

理健康水平较低，这可能与女性自身的生理和心理

特征有关。在经历举家搬迁这一重大生活事件后，

从情感上女性更留恋和依赖原有的生活环境，不能

很快适应新的生活和正确面对搬迁后生活中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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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3 两组人群按性别和年龄分层SCL一90各因子得分比较(牙±5)

躯体化 1．65±0．67 1．48±0．64 2．011 0．045n 1．86±0．73 1．77±0．69 1．197

强迫症状 1．26±0．39 1．29±0．33 0．546 0．586 1．43±0．48 1．32±0．31 2．644

人际关系敏感 1．18±0．29 1．22±0．33 1．017 0．310 1．31±0．47 1．19±0．28 3．220

抑郁 1．28±0．40 1．28±0．44 0．054 0．957 1．47±0．61 1．33±0．40 2．684

焦虑 1．24±0．45 1．19±0．28 1．083 0．280 1．36±0．50 1．29±0．34 1．637

敌对 1．22±0．39 1．15±0．23 1．664 0．098 1．31±0．46 1．20±0．28 3．003

恐怖 1．11±0．32 1．11±0．24 0．040 0．968 1．25±0．46 1．23±0．40 0．423

偏执 1．16±0．31 1．17±0．32 0．138 0．890 1．19±0．40 1．09±0．19 3．246

精神病性症状 1．34±0．29 1．14±0．22 0．034 0．973 1．20±0．39 1．13±0．20 2．088

附加因子 1．44±0．51 1．41±0．56 0．309 0．758 1．63±0．62 1．57±0．57 1．090

0．232

0．0096

0．001b

0．0086

0．103

0．003b

0．672

0．001
6

0．0384

0．276

因子
小学及以下

后靠移民
(n=188) 慧些居I^A民' f值 值I P164(n 2

，

‘“ 4

垫±垦坠土
：

(后n靠=移13民1)(当n地=居16民3)
‘值 P值，⋯

躯体化 1．63-4-0．64 1．43±0．58 2．777 0．0066 1．88±0．75 1．90±0．70 0．175 0．861

强迫症状 1．37±0．45 1．31±0．35 1．470 0．143 1．36±0．46 1．3l±0．35 1．128 0．260

人际关系敏感 1．26±0．46 1．16±0．24 2．384 0．018n 1．27±0．36 1．23±0．36 0．916 0．360

抑郁 1．43±0．58 1．35±0．42 1．536 0．125 1．34±0．48 1．27±0．4l 1．425 0．155

焦虑 1．33±0．51 1．29±0．3l 0．964 0．336 1．29±0．44 1．22±0．32 1．608 0．109

敌对 1．31±0．46 1．17±0．25 3．174 0．0026 1．25±0．41 1．19±0．27 1．640 0．102

恐怖 I．20±0．45 1．21±0．38 0．099 0．92l 1．19±0．37 1．17±0．33 0．55l 0．582

偏执 1．17±0．40 1．09±0．20 2．611 0．0104 1．19±0．32 1．15±0．28 1．143 0．254

精神病性症状 1．18±0．40 1．15±0．21 0．861 0．390 1．17±0．28 1．12±1．19 1．682 0．094

附加因子 1．61±0．61 1．65±0．62 0．577 0．564 1．49±0．56 1．37±0．48 1．837 0．067

叁坌 !垫；i2圭22；§兰 !!!；!!圭2§；!! !；!!i !；Q!垒：121；!!圭2§；2§ 121；!i圭!!；!垒 !；!!垒 !；：§!
职 业

因子
农 民 非农民

(后n靠=移16民4) 毒瞿葛劈 t值 P值(后n靠=移15民5)(当n地=居15民2)
‘值 P值

注：同表3

 



表5 SCL-90各因子与SSRS各维度的

Pearson相关分析(r)

注：同表3

和困境，因此更容易出现抑郁、焦虑苦闷和对社交恐

惧等不良心理情绪。从年龄上看，≤50岁的青壮年

移民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予同年龄段的当地居民，这

与他们面对的巨大家庭经济压力有关。原有社会关

系网络的破坏及生产方式的改变，迫使部分移民只

能从事脏、难、险、重的工作，得到的务工报酬也不

多，导致家庭收入大大减少，总体生活水平下降，从

而直接影响他们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和态度。另外，

在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中，躯体化、人际关系敏

感、敌对、偏执4个因子平均得分和总分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而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的

10个因子平均得分和总分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说明移民中文化程度偏低者，出现人

际关系敏感、对社交恐惧和急躁易怒等负面心理情

绪的可能性较大。因为文化程度偏低，理解和接受

能力差，不懂得动用一切社会资源应付压力，一旦出

现压力源，不会采取正确的应付方式加以应对和处

理，很容易导致悲观、失望等心理失衡现象的发生。

本次研究还发现，按职业分层，移民中的农民群体

10个因子平均得分和总分在两组人群间的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但非农民职业群体(包括下岗或无业

者、个体经营者及从事服务行业人员等)的心理健康

水平较低，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等因子平均得

分高于当地居民，至于这一群体中的不同职业之间

是否有差别，还需进一步的研究得以证实。针对以

上现象，当地政府和移民主管部门除了对后靠移民

进行再就业培训和给予一定的社会经济救助外，还

要对他们进行心理健康教育，重点关注女性和青壮

年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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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研究证实，社会支持对心身健康有显著影

响HJ，一般认为社会支持水平高者拥有良好的心理

健康状况，而社会支持水平低下易导致个体产生不

良的心理体验。因此对个体来讲，良好的社会支持

网络既可使其获得自尊和自我效能感，又可以为个

体提供解决问题的策略和措施，减轻不良情绪体验

对心理健康的影响。Phillips等阳1认为，由于搬迁导

致社会支持的减少增强了老年人的孤独、焦虑和忧

郁等不良的心理情绪。Pisarski等∽1的研究表明，临

床护士得到的社会支持越多，越利于她们提高工作

满意度和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从本研究的结果可

以看出，除强迫症状、敌对、偏执因子外，SCL-90总

分及其他因子与社会支持总分呈显著负相关，即获

得的社会支持越少，这些因子的症状就越明显。而

且，躯体化、抑郁、焦虑、恐怖等因子与主观支持存在

显著负相关，提示个体如果在社会中感受不到足够

的尊重、被支持理解的情感体验，就容易出现抑郁、

焦虑等不良的心理情绪，从而影响心理健康水平。

因此帮助就地后靠移民积极寻找和充分利用家庭及

社会的物质和情感支持，建立并完善良好的社会支

持系统，对于维护他们良好的心理健康状况至关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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