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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探讨老年高血压患者疾病影响程度在心理一致感与综合幸福感间的中介作用.方法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至２０２３
年５月,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辽宁省锦州市两所三级甲等医院的５３７例老年高血压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心
理一致感量表、疾病影响程度量表和综合幸福感问卷对其进行调查.结果　老年高血压患者的心理一致感、疾病影响程度及

综合幸福感得分分别为(５４．９１±１５．５５)、(２５２．５９±１２．０５)、(５２．２２±８．６３)分.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老年高血压患者的综合幸

福感与心理一致感呈正相关(r＝０．８２,P＜０．０１),综合幸福感与疾病影响程度呈负相关(r＝－０．５６,P＜０．０１),心理一致感与

疾病影响程度呈负相关(r＝－０．５４,P＜０．０１);中介效应结果显示,疾病影响程度在心理一致感对综合幸福感的路径中产生部

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０．１６,总效应值为０．７７,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２０．７８％.结论　心理一致感既可直接增强老年高血

压患者综合幸福感,也可通过降低疾病影响程度促进其综合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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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explorethecorrelationbetweencopingability,diseaseimpactdegreeandwellＧbeＧ
ingofelderlypatientswithhypertension,constructamediationeffectmodel,andexplorethemediatingrole
ofdiseaseimpactdegreebetweencopingabilityandsubjectivewellＧbeingofpatients．Methods　From NoＧ
vember２０２２toMay２０２３,５３７elderlyhypertensivepatientsfromtwotertiaryAhospitalsinJinzhou,LiaＧ
oningProvincewereselectedasthestudyobjectsbyconveniencesamplingmethod．GeneraldataquestionＧ
naire,psychologicalcongruencescale,diseaseimpactscaleandcomprehensivehappinessquestionnairewere
usedtoinvestigatethem．Results　Theaveragescoreofcopingabilityofhypertensivepatientswas(５４．９１±
１５．５５),theaveragescoreofdiseaseimpactdegreewas(２５２．５９±１２．０５),andtheaveragescoreofwellＧbeing
was(５２．２２±８．６３)．TheresultsofcorrelationanalysisshowedthatwellＧbeingwaspositivelycorrelated
withcopingability(r＝０．８２,P＜０．０１)andwasnegativelycorrelatedwithdiseaseimpactdegree(r＝
－０．５６,P＜０．０１),andcopingabilitywasnegativelycorrelatedwithdiseaseimpactdegree(r＝－０．５４,P＜
０．０１)．Themediatingeffectshowedthatthedegreeofdiseaseimpactplayedapartialmediatingroleinthe
pathofcopingabilitytowellＧbeing,withamediatingeffectvalueof０．１６andatotaleffectvalueof０．７７,acＧ
countingfor２０．７８％ofthetotaleffect．Conclusions　CopingabilitycanhaveadirecteffectonwellＧbeing,

andthedegreeofdiseaseimpactplaysapartialmediatingroleinthepathofcopingabilitytowellＧ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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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血压是老年人常见的慢性病,也是心血管病

变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１].目前,我国高血压患者

人数达２亿[２],而老年高血压的发病率占高血压患

者的６０％~７０％,且发病率呈不断升高趋势[３].高

血压疾病不仅使老年人的心、脑、肾等器官发生病

变,还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４Ｇ５].综合幸福感是反映

个体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对维持机体的免疫功

能,延长寿命,提高高血压患者的遵医行为起着关键

性的作用[６].心理一致感是指个体对周遭事物的所

有认知与内心体会,它是由可理解感、可控制感和意

义感共同构建的心理防御体系,可在各种突发应激

条件下,保护机体的健康状态[７].疾病影响程度系

指疾病所致身心受损的程度,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

重要因素[８].老人疾病状况好转后,其心理健康状

态也有所改善[９].同时,心理一致感作为一种心理

韧性机制,能够在各种压力源刺激下维持机体身心

健康.因此,本研究拟探索疾病影响程度在老年高

血压患者综合幸福感与心理一致感间的中介作用,
明晰三者间的关系,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至２０２３年５月,采
用便利抽样法选取辽宁省锦州市两所三级甲等医院

的老年高血压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１)年龄

≥６０岁;(２)符合慢性高血压诊断标准[１０];(３)知情

同意且自愿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１)原发疾病或

继发并发症产生意识障碍;(２)出现严重器质性疾

病.根据 Kendall[１１]提出的样本含量粗略估计方

法,样本含量可取变量的５~１０倍计算,考虑到２０％
的流失量,最终计算得出样本量至少为３１０例,最终

本研究纳入有效样本量５３７例.本研究经医院伦理

委员会批准(KX２０２３０２７).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研究工具

１．２．１．１　一般资料调查表　研究者根据研究目的设

计,包括性别、婚姻状况、教育程度、月收入、有无医

保、有无并发症、高血压分级等.

１．２．１．２　心理一致感量表　采用国内包蕾萍等[７]修

订完成的中文版心理一致感量表(senseofcoherＧ
ence,SOCＧ１３),可用来测量个体面对各种压力或应

激时的能力和策略,了解研究对象的心理弹性变化、
个体对生活的总体感受和感知,从而反映个体对疾

病的应对能力.该量表包括３个维度共１３个条目,
即可理解感(５个条目)、可控制感(４个条目)和意义

感(４个条目).采用Likert７级评分法,从“从来没

有”到“非常频繁”依次计１~７分,其中５个条目为

反向计分,量表总分范围为１３~９１分,得分越高,表
示心理一致感越强.该量表的 Cronbach’sα系数

为０．７６.

１．２．１．３　疾病影响程度量表　采用李君荣等[１２]翻

译的中文版疾病影响程度量表(thesicknessimＧ
pact,SIP),用于测量由于疾病的影响所造成的机体

功能损失.包括３个维度,即:躯体方面(行走、灵活

性、躯体运动),社会心理方面(社会关系、交流、情感

行为、警觉行为)和其他方面(睡眠与休息、工作、家
务管理、娱乐消遣、饮食).SIP各维度得分范围均

为０~１００分,得分越高,表示疾病影响程度越严重.
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０．８７.

１．２．１．４　综合幸福感问卷　综合幸福感问卷(multiＧ
plehappinessquestionnaire５０,MHQＧ５０)由苗元江

等[１３]设计并研发,包括９个分量表共５０个条目,其
中生活满意、正性情感、负性情感３个分量表用于测

量主观幸福感,生命活力、健康关注、利他行为、自我

价值、友好关系、人格成长６个分量表用于测量心理

幸福感.采用Likert７级计分法,从“明显不符合”
到“明显符合”依次计１~７分,各分量表得分范围为

１~７分,总分范围为９~６３分,得分越高,表示幸福

感越强.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０．９１.

１．２．２　资料收集方法　由课题组成员组成调查小

组,向被调查者介绍和说明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并
告知填写方法和要求,保证不会泄露个人隐私.问

卷由老年人独立填写,如果对这些条目存在疑问,调
查组成员应作出适当解释但不会引导老年人完成问

卷填写;对视力不好或不识字的老年人向其逐条朗

读问卷条目,待其理解后代为填写.本研究共发放

问卷５５４份,回收有效问卷５３７份,有效回收率为

９６．９３％.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１７．０及 Amos７．０统

计软件.采用 Harman单因子检验法对数据进行共

同方法偏差检验,采用 Pearson相关分析法探究心

理一致感、疾病影响程度与综合幸福感间的相关性,
运用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置信区间设

定为９５％,以P＜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资料　本研究共纳入老年高血压患者５３７
例,其中男２３１例(４３．０２％),女３０６例(５６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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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配偶３１２例(５８．１０％),独居２２５例(４１．９０％);月
收入０~９９９元９７例(１８．０６％),１０００~１９９９元２１６
例(４０．２２％),２０００~２９９９ 元 １６６ 例 (３０９２％),

≥３０００元５８例(１０．８０％);文盲１６９例(３１．４７％),小
学２６８例(４９．９１％),初中８７例(１６２０％),高中及

以上１３例(２．４２％);有医保者４５９例(８５．４７％),无
医保 者 ７８ 例 (１４．５３％);伴 有 并 发 症 者 ４０３ 例

(７５０５％),无并发症者１３４例(２４．９５％);高血压分

级轻度３１６例(５８．８５％),中度１５８例(２９．４２％),重
度６３例(１１．７３％).

２．２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共有３０个因子的解释方

差大于１,最大因子的方差解释度为１７．５８％,低于

临界值４０％,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

偏差.

２．３　老年高血压患者心理一致感、疾病影响程度及

综合幸福感的得分　 老年高血压患者的心理一致

感总分为(５４．９１±１５．５５)分,疾病影响程度总分为

(２５２．５９±１２．０５)分,综合幸福感总分为(５２．２２±
８６３)分.具体情况见表１.

表１　老年高血压患者心理一致感、
疾病影响程度及综合幸福感的得分情况(n＝５３７,分,x±s)

维　　度 得　　分

心理一致感　可理解感 ２０．４６±５．９１
　　　　　　可控制感 １８．４９±５．４９
　　　　　　意义感 １５．９５±５．４２
疾病影响程度　躯体方面 ８４．８６±６．６０
　　　　　　　社会心理方面 ８４．１８±５．００
　　　　　　　其他方面 ８３．５６±４．９４
综合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 １１．７６±２．９２
　　　　　　心理幸福感 ２１．６９±３．７６

２．４　老年高血压患者心理一致感、疾病影响程度与

综合幸福感的相关性分析　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

果显示,综合幸福感与心理一致感呈正相关(r＝
０８２,P＜０．０１),综合幸福感与疾病影响程度呈负相

关(r＝－０．５６,P＜０．０１),心理一致感与疾病影响程

度呈正相关(r＝－０．５４,P＜０．０１).见表２

表２　老年高血压患者心理一致感、
疾病影响程度与综合幸福感的相关性分析(n＝５３７,r)

项　　目 心理一致感 疾病影响程度 综合幸福感

心理一致感　　 １．０００ － －
疾病影响程度　 －０．５４b １．０００ －
综合幸福感　　 ０．８２b －０．５６b １．０００

　　b:P＜０．０１

２．５　中介效应分析　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

验疾病影响程度在心理一致感和综合幸福感之间的

中介效应.使用卡方自由度比(χ２/df)、近似误差均

方根 (root meansquareerrorofapproximation,

RMSEA)、调整后的拟合优度指数(adjustedgoodＧ
nessoffitindex,AGFI)、比较拟合指数(comparaＧ
tivefixindex,CFI)、增值拟合指数(incrementalfix
index,IFI)、规准适配指数(normedfitindex,NFI)
评价模型拟合效果.结果显示,模型的各拟合指标

均满足标准,见表３.

表３　模型拟合指标

统计检验量 适配标准 检验结果 模型适配判断

χ２/df ＜３．００ １．９３ 是

CFI ＞０．９０ ０．９８ 是

NFI ＞０．９０ ０．９５ 是

IFI ＞０．９０ ０．９８ 是

RMSEA ＜０．０８ ０．０４ 是

AGFI ＞０．９０ ０．９３ 是

　　进一步采用Bootstrap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取９５％置信区间.心理一致感对综合幸福感的直

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９５％置信区间均未包括０,说
明中介效应模型成立,疾病影响程度在心理一致感

对综合幸福感的路径中产生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

应值为０．１６,总效应值为０．７７,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２０．７８％.见表４.

表４　疾病影响程度在心理一致感与综合幸福感间中介效应检验

项　目 效应值
Bootstrap
标准误

９５％Cl

下限 上限
P

效应

占比(％)

总效应　 ０．７７ ０．００９ ０．９５３ ０．９７７ ０．００１ １００．００
直接效应 ０．６１ ０．０４０ ０．６７８ ０．９５２ ０．００１ ７９．２２
间接效应 ０．１６ ０．０６９ ０．０２４ ０．２７９ ０．００１ ２０．７８

３　讨论

３．１　老年高血压患者心理一致感与综合幸福感的

相关性　本次研究显示,老年高血压患者的心理一

致感与综合幸福感呈正相关.心理一致感是个体在

面对不良环境刺激时表现出来的一种克服困难的勇

气和信心,有利于心理内部需求和外部适应相对和

谐统一的幸福状态的达成[１４].在个体面对负性事

件和不良情绪时,心理一致感有助于个体免受消极

因素的影响,促进个体有效应对和调动内在保护机

制,从而增强积极的心理状态,增加幸福体验感[１５].
老年高血压是一种慢性疾病,身体的不适、社会支持

的减少、经济负担的加重等都严重地影响着患者的

幸福感体验[１６].心理一致感有助于增强患者对疾

病的应对能力和创伤后成长,改善其心理状态[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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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一致感高的老年高血压患者更有可能采取积极

的应对方式克服疾病引起的各种困境,更愿意接受

医务人员对其高血压及相关并发症的科学指导,并
在日常生活中遵照执行,患者的身心能够更快复原,
从而保有更高的幸福感水平[１８].

３．２　老年高血压患者疾病影响程度在心理一致感

与综合幸福感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本研究显示,老
年高血压患者疾病影响程度在心理一致感对综合幸

福感的路径中产生部分中介作用.老年高血压患者

的心理一致感可以直接预测其综合幸福感,也可通

过患者的疾病影响程度推测出个体综合幸福感的程

度,为心理一致感如何预测综合幸福感提供了新的

研究视角[１９].根据情绪 ABC理论,个体的情绪问

题并不是由压力源引发的,而是更多地与其对压力

刺激的认知有关[２０].心理一致感作为一种积极认

知模式,有助于增强老年高血压患者对疾病可理解

感、可控制感和意义感的认知,从而将疾病对患者躯

体和社会心理等的不良影响降至最低,有助于个体

幸福感的增长和维持[２１].另外,心理一致感体现了

个体的心理韧性水平,而高水平的幸福感作为一种

积极的心理状态也可增强患者的心理一致感,两者

互相强化,从而促进患者的创伤后成长[２２].鉴于本

研究提出的心理一致感在老年高血压患者疾病影响

程度和综合幸福感保持中的重要作用,可通过多种

心理一致感提升策略[２３],如正念疗法、渐进性肌肉

放松、音乐疗法等,减轻高血压对患者身心和社会功

能的影响,并提高其幸福感水平[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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