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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精神分裂症及神经症患者的社会支持现状及潜在的影响因素。方法：以符合ICD-10诊断标准

的各五十名康复期精神分裂症与神经症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为研究工具进行调

查研究。结果：1) 精神分裂症与神经症患者的社会支持总分均低于常模；2) 神经症患者的主观支持、

客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及社会支持总分均及低于精神分裂症患者；3) 不同学历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在社会

支持利用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两两比较显示小学组患者的社会支持利用度低于初中组、高中组和大学

组；4) 有配偶的患者在主观社会与社会支持总分上得分更高。结论：1) 精神分裂症及神经症患者社会

支持不足；2) 神经症患者的社会支持低于精神分裂症患者；3) 教育水平影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社会支

持利用度；4) 配偶的支持影响精神分裂症和神经症患者的主观社会支持与社会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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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urrent status of social support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and neurosis. Methods: A total of 50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and 50 pa-
tients with neurosis who met the diagnostic criteria of ICD-10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
jects, and the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was used as the research tool for investigation. Results: 1) 
The total score of social support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and neurosis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norm; 2) The total scores of subjective support, objective support, support utilization and 
social support of neurosis patients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schizophrenia patients. 3)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utilization of social support among schizophrenia patients with dif-
ferent education levels. The pairwise comparison showed that the primary school group had low-
er social support utilization than the junior high school, high school and university groups. 4) The 
scores of subjective social support and social support of patients with spouses were higher. Con-
clusions: 1)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and neurosis have insufficient social support; 2) The so-
cial support of neurosis patients was lower than that of schizophrenia patients; 3) The educational 
level affected the utilization of social support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4) Spousal support 
affected subjective social support and total social support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and 
neur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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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不断发展，精神健康问题日益凸显，患病人数不断增加。根据我国

精神卫生中心统计，2017 年我国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患者超过 1 亿人，而一项最新关于全国成人精神

障碍流行病学的研究结果显示，精神分裂症及各类神经症精神障碍的终身患病率高达 16.57% (Huang et al., 
2019)。然而在目前医学界对于精神疾病也无彻底的治愈性手段的背景下，如何加大对精神障碍患者的预

防与康复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其中，近年来多项方面研究结果显示社会支持与健康、疾病之间存在显著

相关，社会支持影响者精神疾病的发生、发展、预后和转归(李乔，许小静，2018)。如王紫云等人(2008)
研究发现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影响着神经症的发生发展过程。同时，吕莹等人(2019)研究也显示社会支持

是促进精神分裂症病人康复与身心健康状况的重要因素。此外，最新有研究也证实社会支持能明显改善

精神分裂症患者生活质量和康复水平，影响其预后(刘慧，刘俊，刘仲梅，2018)。因此本研究从精神分裂

症及神经症患者的社会支持角度出发，深入了解其社会支持现状与影响因素，以便发现潜在问题，有针

对性地提出有关的建议，从而促进精神分裂症与神经症患者的预防与康复。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选取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符 ICD-10 诊断标准的五十名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和五十名康复期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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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患者为研究对象。问卷共发放 120 份，剔除废卷后，回收有效问卷 100 份，有效回收率为 83%。被调

查对象年龄 18~65 岁，平均(33.25 ± 11.19)岁，一般情况见表 1。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patients (n = 100) 
表 1. 患者基本情况一览表(n = 100) 

项目 类别 精神分裂症(n = 50) 神经症(n = 50) 

性别 
女 28 (56%) 30 (60%) 

男 22 (44%) 20 (40%) 

文化程度 

小学 16 (32%) 2 (4%) 

初中 14 (28%) 16 (32%) 

高中 12 (24%) 17 (34%) 

大学 8 (16%) 15 (30%) 

婚姻状况 
有配偶 26 (52%) 15 (30%) 

无配偶 24 (48%) 35 (70%) 

2.2. 研究工具 

问卷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一般情况调查问卷。包括姓名、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

第二部分为社会支持评定量表。采用肖水源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共 10 题，采用 4 点计分法，分数

越高表示社会支持度越高。包括主观支持、客观支持、支持利用度三个维度及总社会支持，该量表其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21。 

2.3. 统计分析方法 

用 EpiData3.1 建立数据库，SPSS22.0 统计软件进行方差齐性检验齐性，数据符合正态分布，采用 t
检验、F 检验，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研究结果 

3.1. 精神分裂症及神经症与常模的社会支持比较 

精神分裂症与神经症患者的社会支总分低于常模(陈汝兰，苏保育，杨宇，黎翠云，2012)，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t = −6.54*, p = 0.00; t = −12.23*, p = 0.00)，精神分裂症患者客观支持与社会支持利用度低于常模

维度得分且神经症患者三维度得分低于常模维度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2。 
 
Table 2. Comparison of social support betwee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and neurosis and norm ( x s± ) 
表 2. 精神分裂症及神经症患者与常模的社会支持比较( x s± ) 

维度 精神分裂症 常模 t 值 p 值 神经症 常模 t 值 p 值 

 n = (50) n = (307)   n = (50) n = (307)   

主观支持 22.72 ± 4.14 23.68 ± 4.75 −1.63 0.44 18.56 ± 4.49 23.6 ± 4.75 −8.06* 0.00 

客观支持 9.18 ± 2.35 12.68 ± 3.47 −10.51* 0.00 7.20 ± 2.39 12.6 ± 3.47 −16.21* 0.00 

支持利用度 7.64 ± 2.17 9.38 ± 2.40 −5.65* 0.00 6.42 ± 2.05 9.38 ± 2.40 −10.20* 0.00 

总社会支持 39.54 ± 5.23 44.38 ± 8.38 −6.54* 0.00 32.18 ± 7.05 44.3 ± 8.38 −12.24* 0.00 

注：*p < 0.05；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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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精神分裂症与神经症患者社会支持比较 

神经症患者社会支持总分低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社会支持总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 5.93*, p = 
0.00)。神经症患者的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及社会支持利用度得分低于精神分裂症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 < 0.05)，见表 3。 
 
Table 3. Comparison of social support betwee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and neurosis ( x s± ) 
表 3. 精神分裂症与神经症患者社会支持比较( x s± ) 

维度 精神分裂症(n = 50) 神经症(n = 50) t 值 p 值 

主观支持 22.72 ± 4.14 18.56 ± 4.49 4.81* 0.00 

客观支持 9.18 ± 2.35 7.20 ± 2.39 4.17* 0.00 

支持利用度 7.64 ± 2.17 6.42 ± 2.05 2.88* 0.00 

社会支持总分 39.54 ± 5.23 32.18 ± 7.05 5.93* 0.00 

3.3. 有无配偶对精神分裂症与神经症患者社会支持的影响 

有配偶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比无配偶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在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及社会支持总分上得分

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有配偶的神经症患者比无配偶的神经症患者在主观支持及社会支持

总分上得分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4。 
 
Table 4. Comparison of social support between schizophrenia and neurosis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spouse status ( x s± ) 
表 4. 不同配偶状况的精神分裂症与神经症患者社会支持比较( x s± ) 

维度 精神分裂症 t 值 p 值 神经症 t 值 p 值 

 有配偶 无配偶   有配偶 无配偶   

主观支持 24.58 ± 3.94 20.71 ± 3.41 3.69* 0.00 21.5 ± 3.83 17.29 ± 4.17 3.37* 0.00 
客观支持 9.46 ± 2.44 8.88 ± 2.27 0.87 0.38 8.00 ± 2.62 6.86 ± 2.24 1.47 0.12 

支持利用度 7.00 ± 2.14 8.33 ± 2.04 −2.25* 0.02 6.20 ± 2.31 6.54 ± 1.96 −0.49 0.62 
总社会支持 41.04 ± 4.91 37.92 ± 5.17 2.19* 0.03 35.7 ± 7.38 30.66 ± 6.42 2.45* 0.01 

3.4. 学历水平对精神分裂症及神经症患者社会支持的影响 

精神分裂症患者 60%为初中及以下学历，40%为高中及以上学历。神经症患者 36%为初中及以下学

历，64%为高中及以上学历。具体结果见表 1。不同学历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社会支持利用度总体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两两比较显示小学组患者的社会支持利用度低于初中组、高中组和大学组，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具体结果见表 5。不同学历的神经症患者其社会支持无明显差异。具体结果见表 6。 
 
Table 5. Comparison of social support of schizophrenia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educational levels ( x s± ) 
表 5. 不同学历水平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社会支持比较( x s± ) 

维度 小学① 初中② 高中③ 大学④ F 值 两两比较(p < 0.05) 

主观支持 24.44 ± 3.25 22.2 ± 4.41 21.75 ± 4.4 21.63 ± 4.53 1.426  

客观支持 9.94 ± 2.67 9.21 ± 1.81 8.41 ± 1.78 8.75 ± 3.15 1.068  

支持利用度 6.25 ± 1.92 7.79 ± 2.16 8.41 ± 1.68 9.00 ± 2.14 4.580* ① < ②、① < ③、 
① < ④ 

社会总支持 40.63 ± 3.88 39.2 ± 5.86 38.58 ± 5.14 39.38 ± 7.01 0.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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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Comparison of social support among neurosis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educational levels ( x s± ) 
表 6. 不同学历水平的神经症患者社会支持比较( x s± ) 

维度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学 F 值 
主观支持 20.50 ± 2.12 18.25 ± 4.80 17.64 ± 4.31 19.67 ± 4.59 0.675 
客观支持 6.00 ± 2.83 7.69 ± 1.62 6.94 ± 2.46 7.13 ± 3.02 0.444 

支持利用度 7.00 ± 2.83 6.56 ± 2.37 6.00 ± 1.94 6.67 ± 1.88 0.374 
社会总支持 33.50 ± 2.12 32.50 ± 7.38 30.58 ± 6.62 33.46 ± 7.73 0.474 

4. 结果与讨论 

4.1. 精神分裂症与神经症患者的社会支持不足 

本研究调查结果显示精神分裂症及神经症患者的社会支持度均低于国内常模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从中提示精神分裂症与神经症患者的社会支持不足。这可能由于以下几个原因，一是，我国精神卫

生知识普及率较低，媒体的片面宣传导致人们对精神分裂症及神经症患者缺乏正确的认识。尤其是近年

来，精神分裂症患者伤人事件的新闻频频出现，不仅造成了社会各界对精神疾病患者的误解与偏见，还

导致了人们远离逃避与精神障碍患者接触。有调查显示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不愿与精神疾病患者为邻，

百分之四十以上的人不愿住在精神疾病康复设施附近，更多的人认为精神疾病患者有破坏性、易危害他

人(张伟波，朱益，刘寒，康敏瑜，朱紫青，蔡军，2014)。二是，精神分裂症及神经症患者的家庭不仅要

支付患者的医疗费用还要承受来自于社会各界对患者的歧视与偏见。调查显示，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精神

分裂症患者家属认为社会歧视给其造成巨大心理压力，并严重影响了患者和家庭成员的日常生活，导致

患者家庭给予患者的关心相对于正常家庭较少(张红彩，李峥，2009)。最后，本研究显示精神分裂症及神

经症患者的主观支持及社会支持利用度均低于正常人，这可能是由于患者及患者家属病耻感较高，有研

究显示我国精神分裂患者家属的病耻感发生率竟达百分之七十八，而神经症患者的羞耻总分和各因子分

也均高于正常人(李从从，孙宏伟，2016)，这就导致患者及家属在疾病康复期不仅对疾病的复发心存担忧，

同时又害怕重新融入社会时他人会因自身疾病心存偏见，失去公正的对待。因此难以感受和主动利用社

会支持。 

4.2. 神经症患者的社会支持低于精神分裂症患者 

本研究结果显示神经症患者的社会支持各维度及总分低于精神分裂症患者，提示神经症患者所面临

的社会支持不足情况较严重。这可能是由于，一是，精神分裂症作为重型精神障碍，已被新农合已经纳

入重大疾病医疗保障范围，而神经症其医保报销比率远低于精神分裂症，这使得神经症患者及其家庭经

济负担大于精神分裂症患者。陈宇薇(2016)就曾对家庭负担及社会支持进行相关性研究，结果发现家庭负

担与社会支持间呈显著负相关。二是，精神分裂症病情相对严重，患者较难应付日常生活要求，使其家

人、朋友医护人员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与精力照顾精神障碍患者，给予更多关心与照顾。而神经症病情

相对较轻，无持久的精神病性症状且行为后果一般不会对他人或社会造成伤害，导致社会各界对神经症

病人的相对忽视。三是，神经症患者自知力完整，且性格特点大多较古板、多愁善感、焦虑不安、悲观、

保守、孤僻。因此对自身疾病带来的困扰较精神分裂症患者更敏感，乔小芬等人(2014)研究就曾显示神经

症患者的主观幸福感明显低于其他类别精神障碍患者，这就使得神经症患者来自他人的支持较质疑与回

避，且难以主动利用社会支持。 

4.3. 教育水平影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社会支持利用度 

本研究调查结果显示学历水平虽然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及社会支持总分上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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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影响，但其社会支持利用度具有显著性差异影响，具体表现为社会支持利用度随学历增长而提高，小

学学历的患者社会支持利用度显著低于高中组及大学组，提示良好的教育能提高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社会

支持利用度。这主要可能是由于学历较高的患者其接触社会层面较多，能利用的社会支持性源较多。同

时学历较高的患者其接触的人群认知水平及人文修养较高，对患者有更多的理解与关爱，使患者更愿意

主动利用社会性支持。因此，在未来患者的治疗与康复过程中，我国应大力为精神分裂症患提供特殊教

育，促进其对于社会支持的利用度与社会功能恢复，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康复水平。 

4.4. 有无配偶影响精神分裂症及神经症患者的社会支持 

本研究调查结果显示有配偶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比无配偶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在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及

社会支持总分上得分更高。而在神经症患者中，有配偶支持的患者在主观支持及社会支持总分上更高。

这表明配偶的支持与理解能提高精神分裂症及神经症患者的社会支持，促进患者的康复与预防。这可能

是因为有配偶的患者拥有相对较稳定的家庭，应对生活事件时患者不仅可以寻求到来自父母、配偶、子

女的理解与关爱，而且治疗的过程中，配偶及子女也会给予他们一定的经济支持和鼓励。使得患者减轻

负担，专心治疗与康复。因此，在未来患者的治疗与康复过程中，应给予未婚、离婚患者的更多关爱与

理解，提供更多的心理援助与物质支持。同时对于已婚的患者，应重视配偶及家人在其康复期的关键作

用，为患者家庭提供相关精神卫生知识培训，使其了解患者疾病的性质，早期且规范性治疗的重要性，

提高他们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让其配偶及家人对患者有正确的引导和关爱。此外，我国应积极推行全

民医保政策，建立多元化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扩大保险受益范围和受益程度，减轻患者家庭经济负担，

进一步加强和改善精神分裂症与神经症患者的预防与康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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