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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不孕症患者情绪调节与心身健康之间的关系，以及心理弹性和生活满意度的中介作用。方法：

使用自制一般资料调查表、广泛性焦虑量表、病人健康问卷抑郁量表、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和弹性量表

简化版量表，对261名不孕症患者进行调查。结果：1) 情绪调节中认知重评与心身健康问题呈现显著正

相关；生活满意度与心身健康问题呈负相关。2) 生活满意度在认知重评及心身健康问题之间起中介作用，

心理弹性和生活满意度在表达抑制和心身健康问题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结论：认知重评通过心理弹性

和生活满意度影响不孕症患者的心身健康问题，认知重评策略运用越灵活，心理弹性水平越高，生活满

意度愈高，从而减少或缓解不孕症的心身健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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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al regulation strategies and health out-
comes in infertile patients, with a focus on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life 
satisfaction. Method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was conducted among 261 infertility patients using 
validated instruments: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Scale (GAD-7),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 
Depression Scale (PHQ-9), Emotional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ERQ), and Connor-Davidson Resil-
ience Scale (CD-RISC-10). Results: 1) Cognitive reappraisal in emotional regulation showed a signif-
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physical-mental health impairments, while life satisfaction demon-
strated a negative association with these health outcomes. 2) Life satisfaction served as a significant 
mediator between cognitive reappraisal and health impairments, with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life satisfaction forming a sequential mediation chain between expressive suppression and health 
outcomes. Conclusion: Cognitive reappraisal influences psychosomatic health problems in infertile 
patients through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life satisfaction. The more flexibly cognitive reap-
praisal strategies are applied, the higher the levels of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life satisfaction, 
thereby reducing or alleviating infertility-related psychosomatic health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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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不孕症是指夫妇在至少 12 个月内有规律性生活且未采取避孕措施的情况下，仍无法实现临床妊娠的一

种病症(陈子江等，2019)。近年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全球范围内育龄夫妇的不孕发生率维持在 8%~12%区间，

且呈现持续增长态势。这一趋势被认为与现代生活方式转型及环境污染物暴露存在关联(Vander Borght & 
Wyns, 2018)。除诊疗过程本身带来的身心负担外，患者还需应对来自配偶、亲属及社会文化对生育期望的多

重压力源，特别是来自配偶或长辈对生育时效性的迫切要求。这种复合型社会心理压力易诱发无助、自我否

定等负性情绪，进而发展为焦虑障碍或抑郁状态(Bhat & Byatt, 2016)。中国育龄人群研究数据显示，不孕症

群体中焦虑抑郁症状的检出率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且症状严重程度更为突出(Yang et al., 2017)。负面情绪

会干扰不孕症患者的正常生理和社会功能，进而降低治疗方案的预期效果(Simionescu et al., 2021)。因此，在

临床实践中，针对不孕症患者的抑郁与焦虑症状进行有效干预，对提升治疗依从性及改善预后具有重要意义。 
情绪调节是指一个人调节情绪的产生、体验和表达的能力。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有助于保持愉悦的

心境，改善不愉快的心境(Gross, 1999)。基于情绪调节策略的理论框架，情绪调节方式可划分为适应性(认
知重评)和非适应性(表达抑制)调节策略(Aldao & Nolen-Hoeksema, 2010)，认知重评是指通过改变对情绪

事件的认知评价来调节情绪体验和表达。例如，个体可以通过重新解读事件的意义(如将压力视为挑战而

非威胁)来减少负面情绪或增加积极情绪；而表达抑制则是通过抑制情绪的外在表达(如面部表情、肢体语

言)来调节情绪。例如，个体可能掩饰愤怒或喜悦的情绪反应(Gross, 2002)。相关研究指出，积极情感的外

显表达与负性情绪的有效调控能够显著降低抑郁及焦虑的心理负荷，而有意识地压抑积极情绪或陷入负

性认知的持续性反刍则会加剧相关心理障碍的临床表现(Dryman & Heimberg,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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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弹性是指个体在经历创伤、压力或逆境时，通过内在特质和外部支持系统的共同作用，实现适

应、恢复并促进心理成长的能力(祝红娟等，2013)。系列实证研究显示，该特质与不孕女性群体的情绪困

扰存在显著负向关联，心理弹性水平越高者所承受的负面情绪强度越低(孔令华，2017；高辉，2020)。值

得注意的是，当患者面临焦虑等情绪失调时，心理弹性可能会通过提高认知重组能力起到缓冲作用，从

而降低心理危机的风险(高辉，2020)。最新的干预研究表明，系统化心理弹性训练方案不仅能有效缓解不

孕症患者的抑郁、羞耻等心理症状，更对改善妊娠结局具有重要意义(Zhao et al., 2022)。因此，及早识别

影响不孕症患者心理弹性的关键因素并采取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至关重要。 
生活满意度指个体根据自我定义的标准对其长期或阶段性生活状态作出的总体评价(Shin & Johnson, 

1978)，是反映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参数(王伟等，2010)，常被视为主观幸福感的核心构成维度。国内学

者强调，相较于情感因素，生活满意度更能反映中国人的实际幸福状态(孙瑞琛等，2010)。这种自我评估

不仅塑造个人情绪状态，还引导其生活目标的确立和活动的选择，对个人发展和社会功能的运行产生深

远影响。对于不孕症群体而言，深入探究并提升其生活满意度，不仅能有效改善该人群心身健康水平，

更能实质性地促进其整体幸福感的提升。 
有鉴于此，本研究基于不孕症患者情绪调节的理论框架和文献综述，选取了一般人口学、生理(疾病

信息)和心理(心理弹性和生活满意度)层面的因素，考察不孕症患者的情绪调节、心理弹性和生活满意度

的水平并分析影响因素，以期为促进不孕症患者心身健康提供探索依据。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法，在女性不孕症患者群体中发放了 278 份电子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261 份，有效回

收率为 93.88%。 

2.2. 研究工具 

2.2.1. 一般资料调查表 
本研究通过整合文献综述与专家咨询意见，自行设计了一般资料调查表，具体包括年龄、居住地、

文化程度、职业、月收入状况、婚史、爱人年龄、爱人职业、婚龄等研究变量。 

2.2.2. 广泛性焦虑量表(GAD-7) 
广泛性焦虑量表(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Scale, GAD-7)中文版是基于国际诊断标准开发的自评

式测量工具，主要用于广泛性焦虑障碍的筛查和症状严重程度评估。该量表由 7 个项目组成，评分范围

从 0 (从未出现)到 3 (几乎每日发生)。量表总分与个体焦虑程度呈正相关，即分数越高，焦虑症状越严重。

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17。 

2.2.3. 病人健康问卷抑郁量表(PHQ-9) 
病人健康问卷抑郁量表(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 PHQ-9)中文版是一种自评量表，主要用于抑郁

症的筛查、诊断及症状严重程度的评估。该量表包含 9 个条目，采用 0 (从不)至 3 (几乎每天发生)的四级

评分标准。量表总分与抑郁程度呈正相关，即分数越高，抑郁症状越严重。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88。 

2.2.4. 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ERQ-CRV) 
情绪调节量表(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ERQ-CRV)包含 10 个条目，采用 7 点计分法，得分

越高表示个体使用情绪调节策略越频繁。量表分为两个维度：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在本研究中，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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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评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83，表达抑制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17。 

2.2.5. 心理弹性量表简化版(CD-RISC-10) 
心理弹性量表简化版(10-item 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10)，是康纳–戴维森弹性

量表的简化版本，用于评估个体应对创伤和压力的能力。该量表包含 10 个条目，采用 5 点计分法，分数

越高表明心理弹性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46。 

2.2.6. 生活满意度量表(SWLS) 
Diener 等人开发的生活满意度量表(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SWLS)，是一个单维度量表，用于评估

个体对生活的总体满意度。该量表由 5 个项目组成，采用 Likert 7 点计分法，得分越高代表生活满意度越

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27。 

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6.0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统计方法包括独立样本 t 检验、Spearman 相关分析、单因素

方差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著性水平设定为 p < 0.05。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的控制 

Harman 检验显示，7 个因子的特征根大于 1 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29.00%，低于 40%的临

界标准，表明无显著共同方法偏差。 

3.2. 调查对象的一般资料 

在 261 名不孕症患者中，城市户口 165 人(63.22%)，农村户口 96 人(36.78%)；孕育数量为 0 的 78 人

(29.89%)，孕育数量为 1的 118人(45.21%)，孕育数量为 2的 45 人(17.24%)，孕育数量为 3的 20人(7.66%)；
婚姻史为 0 次的 35 人(13.41%)，婚姻史为 1 次的 189 人(72.41%)婚姻史为 2 次的 37 人(14.18%)。患轻度

抑郁及以上 73 人(27.97%)，患轻度焦虑及以上 61 人(23.37%)，心身健康问题检出率为 32.95%。 

3.3. 认知重评、心理弹性、生活满意度、心身健康问题的平均值及相关分析 

Tabl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each variable 
表 1. 各变量相关性分析 

 M SD 焦虑 抑郁 认知重评 心理弹性 生活满意度 

焦虑 3.343 4.583 1     

抑郁 4.372 5.093 0.812** 1    

认知重评 28.923 8.520 −0.018 −0.021 1   

心理弹性 33.286 9.425 −0.166** −0.153** 0.556** 1  

生活满意度 22.483 7.777 −0.347** −0.390** 0.467** 0.484** 1 

注：**代表 p < 0.001。 
 

经正态性检验本研究中认知重评、心理弹性、生活满意度、精神问题四者的分布均不满足正态分布，

因此本研究采取斯皮尔曼相关对数据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结果见表 1。由表 1 中数据可知，焦虑与抑郁显

著正相关，与心理弹性、生活满意度总分显著负相关；抑郁与心理弹性、生活满意度显著负相关；认知

重评与心理弹性、生活满意度显著正相关；心理弹性与生活满意度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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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心理弹性、生活满意度的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将焦虑、抑郁构建为心身健康问题；本研究将认知重评作为自变量 X，精神问题作为因变量

Y，把心理弹性 M1、生活满意度 M2 共同作为中介变量，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将采用 PROCESS 对认知

重评与心身健康问题进行分析，采用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法重复抽样 5000 次来检验其中介效应和显

著性。 
模型示意图见图 1。认知重评显著正向预测心理弹性(β = 0.616, p < 0.001)，认知重评显著正向预测生

活满意度(β = 0.262, p < 0.001)；心理弹性显著正向预测生活满意度(β = 0.268, p < 0.001)，认知重评显著正

向预测心身健康问题(β = 0.257, p < 0.01)，生活满意度显著负向预测心身健康问题(β = −0.548, p < 0.001)，
详见表 2。 

 
Table 2. Path coefficients between variables 
表 2. 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β SE t p 95% CI 

心理弹性 认知重评 0.616 0.057 10.779 <0.001 0.503~0.728 

生活满意度 
认知重评 0.262 0.058 4.540 <0.001 0.148~0.375 

心理弹性 0.268 0.052 5.141 <0.001 0.165~0.370 

心身健康问题 

认知重评 0.257 0.076 3.374 0.001 0.107~0.406 

心理弹性 −0.074 0.069 −1.063 0.289 −0.211~0.063 

生活满意度 −0.548 0.079 −6.928 <0.001 −0.704~−0.392 

 

 
Figure 1. The pathways of interaction among variables 
图 1. 变量之间的作用路径 

 
采用 Bootstarp 法抽样 5000 次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 3。总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值为−0.279，

占总效应的 52.05%)，说明心理弹性和生活满意度在认知重评与心身健康问题之间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

用。具体而言，三条间接路径的分析结果显示：(1) 认知重评→心理弹性→心身健康问题的中介效应不显

著(中介效应值为−0.045，占总效应的 8.40%，95%置信区间包含 0)；(2) 认知重评→生活满意度→心身健

康问题的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值为−0.143，占总效应的 26.67%，95%置信区间不含 0)；(3) 认知重评

→心理弹性→生活满意度→心身健康问题的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值为−0.091，占总效应的16.98%，95%
置信区间不含 0)。结果表明，生活满意度作为独立中介和链式中介均在认知重评与心身健康问题之间起

到显著作用，而心理弹性的中介效应相对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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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Analysis of intermediary effects 
表 3. 中介效应分析 

效应 路径 标准化间接效应估计值 效果量(%) 
95%置信区间 

上限 下限 

直接效应 认知重评–心身健康问题 0.257 47.95 0.107 0.406 

中介效应 

认知重评–心理弹性–心身健康问题 −0.045 8.40 −0.135 0.031 

认知重评–生活满意度–心身健康问题 −0.143 26.67 −0.240 −0.058 

认知重评–心理弹性–生活满意度–心身健康问题 −0.091 16.98 −0.162 −0.039 

总中介效应  −0.279 52.05 −0.395 −0.177 

总效应  −0.022 100.00 −0.155 0.110 

4. 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情绪调节策略与不孕症患者心身健康问题的关系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相关分析表明，

认知重评与心理弹性、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认知重评对心身健康问题具有显著的直接负向预测作

用。值得注意的是，引入心理弹性与生活满意度作为中介变量后，认知重评的直接效应仍显著，但其作

用部分通过心理弹性与生活满意度的链式中介路径实现。这一结果与 Gross (2002)的情绪调节过程模型一

致，即适应性策略(如认知重评)通过增强个体心理资源间接改善心理健康。 
本研究发现，认知重评对心身健康问题的直接效应显著正向，这与传统理论中认知重评作为保护性

策略的预期存在矛盾(Picó-Pérez et al., 2017)。然而，这种看似反常的结果可能反映了不孕症这一特殊样本

群体的复杂性。不孕症患者可能由于长期面对生育压力和社会期望，过度依赖认知重评策略，如“强迫

性积极思维”，以试图缓解内心的焦虑和抑郁。然而，这种过度使用可能导致患者过度回避现实问题，

反而加剧了内心的自责和焦虑情绪。因此，认知重评与症状的正相关可能反映了该策略在短期内可能带

来的认知负荷增加，而非其长期的负面影响。 
认知重评除了直接影响心身健康问题外，还能通过心理弹性和生活满意度对心身健康问题产生间接

影响。即使用认知重评策略能够引导人们以更加积极和适应性的方式解释情绪事件，可以有效提高心理

弹性，进而提高生活满意度，从而降低心身健康问题的严重程度。这一机制符合资源保存理论(Hobfoll, 
2011)的“增益螺旋”效应：积极情绪调节策略促进心理资源积累，而资源的增加又强化个体应对压力的

能力，形成良性循环，凸显了认知重评在改善个体心理健康方面的重要作用。 
尽管心理弹性和生活满意度均发挥中介作用，但两者的影响路径存在差异。心理弹性直接中介认知

重评与心身健康的关系，而生活满意度则通过负向调节焦虑、抑郁症状实现更显著的中介效应。这表明，

心理弹性更多体现为个体内在的抗压能力，而生活满意度则反映外部适应结果的积极反馈。结合中国不

孕症患者常面临的家庭生育压力，如“传宗接代”观念，高心理弹性可能帮助患者抵御外部负面评价，

而高生活满意度可缓解因社会角色缺失导致的自我价值感下降(孙瑞琛等，2010)。此外，链式中介路径(认
知重评→心理弹性→生活满意度→心身健康问题)的发现提示，临床干预需兼顾能力建构(如心理弹性训

练)与认知重构(如生活意义感提升)，以实现多维度的保护效应。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建立认知重评、心理弹性、生活满意度和心身健康问题之间的关系模型，有

助于更好地理解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不仅为 Gross 的情绪调节理论在不孕症群体中的适用性

提供了实证支持，也为不孕症患者的心理健康干预策略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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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本研究表明，认知重评不仅能直接影响不孕症患者的心身健康问题，又可通过生活满意度的独立中

介作用或心理弹性与生活满意度的链式中介作用间接降低症状严重程度。具体而言，认知重评策略的灵

活运用可有效提升心理弹性水平，进而增强患者对生活的整体满意度，最终缓解由不孕症引发的焦虑、

抑郁等身心困扰。这一发现不仅支持了 Gross 情绪调节理论在特殊压力群体中的适用性，更揭示了心理

弹性与生活满意度在情绪调节过程中的协同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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