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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支持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生活质量
和家属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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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精神分裂症患者获得的社会支持、家属家庭负担与患者生活质量及家属生

活满意度的关系。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在甘肃省抽取符合纳入标准的 358 名精神

分裂症患者及 358 名患者家属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家庭负担量表、生活满意度量

表、生活质量量表进行调查。采用 AMOS 24.0 软件探究家属家庭负担在精神分裂症患者获得的社会

支持与患者生活质量、家属生活满意度间的影响路径。结果　患者获得的社会支持、生活质量、家属

的家庭负担和生活满意度间呈两两显著相关（P<0.05），且社会支持量表总分负向预测生活质量量表

总分（β=-0.28，P<0.05），正向预测生活满意度量表总分（β=0.52，P<0.05）；家属家庭负担在患者获得的

社会支持与其生活质量间起完全中介的作用，而在患者获得的社会支持与家属生活满意度间，起部分

中介的作用。结论　精神分裂症患者获得的社会支持对其生活质量和家属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预测作

用，家属家庭负担在患者获得的社会支持与生活质量、家属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可基于

增加对患者的社会支持和减轻家属家庭负担进行干预以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及增加家属生活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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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of social support to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family burden with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and family life satisfaction. Methods　
Multi-stage stratified cluster random sampling was used to select 358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and 358 patients' family members in Gansu Province who met the inclusion criteria were included. 
The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Family Burden Scal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and Quality of Life 
Scale were used in the survey. AMOS 24.0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pathway of influence of family 
burden on social support to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and patients' family 
life satisfaction. Results　 There was a two-by-tw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patients' access 
to social support, family burden, patients' life quality and family life satisfaction (P<0.05), and the 
total score of the social support scale negatively predicted the total score of the life quality scale 
(β=-0.28, P<0.05) and positively predicted the total score of the life satisfaction scale (β=0.52, P<
0.05). Family burden was a full mediator between the social support to the patient and the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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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of life, and as a partial mediator between the social support to the patient and the family's life 
satisfaction. Conclusions　Social support to people with schizophrenia is a significant predictor of 
their quality of life and family life satisfaction. Family burden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of social 
support to patients with their quality of life and family life satisfaction. Interventions can focus on 
increasing social support for the patient and reducing the burden on the patient's family to improve 
the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and increase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patient's family.

【Key words】 Schizophrenia; Social support; Family burden; Quality of life; Life 
satisfaction; Intermediary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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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是生物遗传因素以及环境因素所

造成的整体性疾病［1］，病因不明，有病程长、易复

发、高致残率等特征［2-4］。随着经济的提高和医学

科学的发展进步，人们对健康有着更深刻的认识，

不仅看重数量，更关注质量［5］。WHO 将生活质量

定义为个人对其在生活中所处的社会背景和价值

体系中的地位以及与其目标、期望、标准和关注关

系的感知［6］。生活满意度是个体对自己整体生命

历程或较长一段时间内生活情况的认识和评价，也

是评判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参数［7］。

社会支持指个体来自个人和社会团体给予的

物质和心灵上的帮助，以及个体对于所获支持的利

用程度［8］，反映了个体与社会关系的紧密程度［9］。

大量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获得的社会支持与

其生活质量间存在正相关关系［10-13］。除此之外，作

为一种积极的社会资源，个人感受到的社会支持越

多，其生活满意度越高［14］。

在探讨个体获得的社会支持与生活质量、生活

满意度的关系时，少有研究关注到家庭负担的介导

作用。家庭负担是患者因疾病对患者家庭和相关

成员造成的困扰、难题或消极影响［15］。研究指出，

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庭的负担普遍存在，程度不一，

社会支持与照顾者负担总分呈显著负相关关系［16］，

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其家庭负担越轻［17］。对精神

分裂症患者的照顾是一项持久的工作，看护负担不

仅会影响照顾者的身心健康，也会反向影响患者的

生活质量［18］。有研究认为看护负担会对照顾者的

生活满意度产生消极影响，负担越低照顾者的生活

满意度越高［19-20］。本研究以甘肃省在册精神分裂

症患者为研究对象，考察患者获得的社会支持对其

生活质量及家属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并探讨家属家

庭负担是否能够在其中起中介的作用，从而为改善

患者生活质量和提高家属生活满意度干预提供实

证支持和理论依据。

对象与方法

1. 研究对象：采取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

方法，第一阶段，综合考虑地理条件、经济发展等因

素，在甘肃省抽取 4 个市级样本监测点；第二阶段，

根据其城乡划分，采用单纯随机抽样在各市选取

1 个城市/农村监测点，共计 4 个区/县；第三阶段，在

4 个区/县调查点采用单纯随机抽样抽取社区/乡镇

100 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和 100 名对应的患者家属。

纳入标准：①患者：甘肃省在册精神分裂症患者；具

有一定的沟通能力；知情同意。②患者家属：对患

者的基本情况、病情熟知；既往无严重认知障碍、相

关精神病史或其他严重躯体性疾病者；知情同意。

排除标准：处于精神分裂症急性期、衰退期的患者；

听觉或视觉障碍以及其他原因不能够配合完成量

表测查的患者或患者家属。考虑 20% 的无效应答

率，最小样本量为 332 名，预计抽取 400 名，最终将

符合纳入标准的 358 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及 358 名患

者家属作为研究对象。本研究经兰州大学公共卫

生学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准文号：IRB20090701）。

2. 研究工具：

（1）社会支持评定量表［21］：评估精神分裂症患

者所接受的来自于家庭、朋友、社会等的帮助，同时

也可以评估患者对支持的利用度。量表共 10 个条

目，分为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 3 个维

度，量表总分越高表示其所受到的社会支持越多。

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s α 为 0.77。

（2）家庭负担量表［22］：评定精神分裂症患者给

家庭及其成员带来的负担，该量表在国内具有较好

的信效度［23］。量表共 24 个条目，分为家庭经济负

担、家庭日常活动、家庭休闲娱乐、家庭成员关系、

家庭成员躯体健康、家庭成员心理健康 6 个维度，

量表总分越高表示家属家庭负担越重。本研究中

量表的 Cronbach's α 为 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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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活质量量表［24］：精神分裂症患者生活质

量评价的特异性工具。量表共 30 个条目，分为心

理社会、动机/精力、症状/副作用 3 个维度。量表总

分越高表示患者生活质量越差。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s α 为 0.90。

（4）生活满意度量表［25］：测量精神分裂症患者

家属对生活状态的综合满意程度。量表共 5 个条

目，分七级评分（1~7），量表总分越高表示生活满意

度越高。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s α 为 0.96。

3. 调查方法：由受过专业培训的社区管理人员

采用纸质问卷对患者及其家属进行入户问答式调

查，收集患者的一般资料和社会支持、生活质量等

相关信息以及家属的家庭负担、生活满意度信息。

调查实施前开展线上培训会，严格培训调查员，保

障收集资料过程的规范性和标准化。每份问卷完

成调查时，由调查员及审核员确认无误后及时签名

记录。使用 EpiData 软件采用双人录入数据并核查

的方法，确保数据录入的准确性。

4. 统计学分析：采用 SPSS 26.0 软件对问卷数

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

析。采用 AMOS 24.0 软件检验结构方程模型的拟

合度，并采用 Bootstrap 法计算各路径系数和中介效

应。双侧检验，检验水准 α=0.05。

结 果

1. 人口学特征：纳入的 358 名精神分裂症患者

中，男性 171 名（47.8%），女性 187 名（52.2%）；15~
岁 27 名（7.5%），30~岁 120 名（33.5%），45~岁 144 名

（40.3%），>60 岁 67 名（18.7%）；文化程度小学以下

105 名（29.3%），小学 112 名（31.3%），初中 103 名

（28.8%），高中及以上 38 名（10.6%）；有工作 290 名

（81.0%），无工作 68 名（19.0%），其中，从事农林牧

渔劳动为 279 名（77.9%）；不吸烟 277 名（77.4%），

吸 烟 75 名（20.9%），已 戒 烟 6 名（1.7%）；不 饮 酒

350 名（97.8%），饮 酒 5 名（1.4%），已 戒 酒 3 名

（0.8%）；病程 M（Q1，Q3）为 9（5，17）年。

2. 社会支持、家庭负担、生活满意度、生活质量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对 4 个量表中的所有条目进行

KMO 和 Bartlett 球 形 检 验 ，结 果 显 示 KMO 值 为

0.914，Bartlett 值为 15 342.556，P<0.001，说明该数

据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通过 Harman 单因子检验

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对所有变量的项目采用

未旋转的主成分因素分析。结果发现，共有 14 个

因子的特征值>1，其中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25.71%，小于 40.00% 的临界标准，认为本研究数据

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 社会支持、家庭负担、生活满意度、生活质量

总分及其相关性分析：精神分裂症患者社会支持与

家属家庭负担及患者生活质量总分存在显著负相

关，与家属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正相关；家属家庭

负担与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负相关，与患者生活质

量总分存在显著正相关；家属生活满意度与患者生

活质量总分存在显著负相关。见表 1。

4. 家属家庭负担的中介效应检验：对结构模型

进行估计和检验，模型适配良好。患者社会支持对

家 属 生 活 满 意 度 的 预 测 作 用 显 著（β =0.53，P<
0.001），患者社会支持对家属家庭负担的预测作用

显著（β=-0.45，P<0.001），家属家庭负担对其生活

满意度和患者生活质量的预测作用显著（β=-0.34，

β=0.73，P<0.001）。见图 1。说明家属家庭负担在

患者社会支持与家属生活满意度间，患者社会支持

和生活质量间均存在中介作用，且患者社会支持和

家 属 家 庭 负 担 可 以 联 合 解 释 家 属 生 活 满 意 度

55.3% 的变异量［多元相关平方（SMC）=0.553］和患

者生活质量 53.8% 的变异量（SMC=0.538）。

采用 Bootstrap 方法（设置 Bootstrap=2 000）确

图 1　社会支持、家庭负担、生活满意度、生活质量的

结构模型

表 1 研究变量间相关分析

变量

社会支持总分

家庭负担总分

生活满意度总分

生活质量总分

社会支持
总分

1.00
-0.30a

0.52a

-0.28a

家庭负担
总分

1.00
-0.54a

0.61a

生活满意度
总分

1.00
-0.37a

生活质量
总分

1.00
注：a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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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家属家庭负担的中介效应量，结果表明，患者社

会支持对其生活满意度的直接效应为 0.53（95%CI： 
0.33~0.64），家属家庭负担在两者之间的中介效应

为 0.15（95%CI：0.11~0.21），中介效应占总效应量

的 22.57%；家属家庭负担在患者社会支持对其生

活 质 量 的 影 响 中 起 完 全 中 介 的 作 用 ，中 介 效 应

为-0.33（95%CI：-0.42~-0.24）。见表 2。

讨 论

当前，我国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因病致残、因病

致贫的现象十分突出，由此引发的各种问题不容忽

视［13］。对精神分裂症的治疗不应仅局限于减轻患

者的症状，还应该延伸到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生活质

量及家属生活满意度的研究，以探索出更有效的治

疗和康复策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家属的生活

满意度。

本研究结果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获得的社会

支持可显著预测患者家属的生活满意度，社会支持

对生活满意度的直接效应值为 0.53。具体而言，患

者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家属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就

越高，既往研究也得出类似结论［26-27］。精神分裂症

患者病情易反复，长期用药损害其各脏器功能［13］，

病情易复发，言行举止不被外人理解，容易遭到外

界的误解和排斥，当家属面临应激性事件时，良好

的社会支持可以预防或减少不良应激，发展健康的

行为模式，提高其生活满意度［28］。

本研究发现，由于存在中介效应，社会支持可

用来预测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家属的生活满意度。

对家属家庭负担中介效应的分析发现，家属家庭负

担在患者社会支持与生活质量间起完全中介的作

用，中介效应值为-0.33。而在患者获得的社会支

持与家属生活满意度间，社会支持起部分中介的作

用，其中介效应值为 0.15，表明社会支持经历既可

以直接影响家属的生活满意度，也可以部分通过家

属家庭负担起作用。

有研究指出，社会支持可以调节家属在照顾患

有精神疾病的患者时的负担［29］，社会支持作为一种

外部资源，能有力缓解家庭承受的压力［8］，良好的

社会支持可以减轻家庭负担［29］。本研究结果也进

一步验证了患者社会支持对家属家庭负担的积极

影响，发现良好的社会支持会减轻家属家庭负担。

本研究亦发现，家属家庭负担的减轻有助于患者生

活质量和家属生活满意度的提高。长期照顾患者

会让照顾者自己的社交和休闲活动受到限制，从而

产生负面情绪，这种情绪可能会传达给患者，另外，

家庭经济负担也会影响患者的治疗康复，使患者的

生活质量下降。日常活动受到干扰以及财政资源

的中断，这种高支出低收入的状态导致家属生活满

意度降低［20］。针对这些发现可以考虑通过对整个

家庭的干预，为家庭提供生活补贴，减轻家属家庭

负担；开展家庭教育，加深家庭对于疾病的了解［30］，

实施科学且高质量的照护，创造更和谐的家庭关

系，以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以及提高家属的生活满

意度。由此可见，家属家庭负担在患者社会支持与

其生活质量及患者社会支持与家属生活满意度的

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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