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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0   引言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 being，SWB）是个体生活需

求得到满足时的一种积极、愉悦的心理体验，是反映个体社
会生活质量的重要心理参数，是当今积极心理学领域的热点
话题。社会支持被定义为感知到的信息，有影响的、可触及
的和可评价的支持，以及糖尿病个体与家庭成员、伴侣、朋友
和健康提供者之间的多种形式有益资源的交换。积极的社
会支持能够提高糖尿病患者的适应水平，促进患者正向应对
疾病 [1]。Karlsen 等 [2] 对 296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进行为期 1
年的前瞻性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有较好的预测
作用，并建议医务人员应该更多地关注社会支持，加强主观
幸福水平。而消极的社会支持如医务人员不关心患者、家属
责怪批评患者等会增加患者的自我责备，加重患者的负罪感
及内心痛苦。为此，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显得
尤为重要。故本研究欲通过对 2 型糖尿病患者社会支持与
主观幸福感关系进行探讨，以期为临床心理护理工作提供一
定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对 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7 月
在山西省某三甲医院内分泌科就诊的 346 名住院患者进行
横断面调查。纳入标准：符合 WHO1999 年的 2 型糖尿病患
者诊断标准；年龄≥ 18 周岁；确诊时间≥ 3 个月；患者知情
同意且愿意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听力障碍、患有急
性并发症患者。
1.2   研究方法
1.2.1   研究工具

（1）社会支持量表：由肖水源设计 [3]，该量表能较好地
反映个体的社会支持水平情况。共包括 10 个条目和 3 个维
度，主要从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社会支持的利用度进行多
维评价，每个条目由低到高分为 4 个不同的等级，各条目分

数相加为实际得分，分数越高，表明社会支持度就越高，重测
信度为 0.92，各条目的一致性在 0.89~0.94 之间，具有较好的
信度和效度。（2）纽芬兰纪念幸福度量表：在美国心理学家
Albert Kozma[4] 编制基础上修订而成，用于反映和评价测试
者的幸福感水平。MUNSH 共由 24 个条目组成，包括正性情
感（PA）、负性情感（NA）、正性体验（PE）和负性体验（NE）
4 个维度。每项条目均采用 3 级记分，对每项回答“是”，记 2
分，答“不知道”，记 1 分，答“否”，记 0 分，各条目数相加为实
际主观幸福感，得分越高说明糖尿病患者越幸福。该量表的
Cronbach，α 系数为 0.859，内部因子一致性均大于 0.8，具有
良好的信度。
1.2.2   资料收集

研究对象理解本次研究的目的及注意事项后，采用研究
者询问，研究对象回答的方式填写问卷。本研究共发放问卷
350 份，回收有效问卷 346 份，回收有效率达到 98.9%。
1.3   统计学方法

运用 Epidata13.0 进行数据的录入，SPSS 21.0 进行数据
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来表示，用 Pearson 相关分
析两者间的关系，若 P<0.05 表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2型糖尿病患者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得分情况

2 型糖尿病患者社会支持总分为（41.68±6.17）分，主观
幸福感总得分的为（28.54±9.25）分，均处于中等水平。详
见表 1、表 2。

表 1  患者社会支持总分及各维度得分

维度 条目数 总分 均分

客观支持 3 8.33±2.79 2.78±0.93

主观支持 4 24.54±3.60 6.14±0.90

社会支持利用度 3 8.82±2.41 2.94±0.80

社会支持总分 10 41.68±6.17 4.17±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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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患者主观幸福感总分及各维度得分

维度 条目数 总分 均分

PA 5 6.56±3.00 1.31±0.60

NA 5 3.71±2.97 0.74±0.59

PE 7 6.79±3.13 0.97±0.45

NE 7 5.11±3.16 0.73±0.45

2.2   2型糖尿病患者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2 型糖尿病患者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

感相关系数为 0.28，呈显著相关（P<0.01）。表明 2 型糖尿病
患者获得社会支持越多，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详见表 3。

表 3  患者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相关性分析

维度 PA NA PE NE 主观幸福感总分

客观支持 0.02 -0.03 0.12* -0.06 0.08

主观支持 0.18** -0.12* 0.20** -0.13* 0.21**

社会支持利用度 0.20** -0.22** 0.23** -0.31** 0.32**

社会支持总分 0.19** -0.17** 0.26** -0.22** 0.28**

注 ：** 表示 P<0.01，* 表示 P<0.05。

3   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 2 型糖尿病患者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

呈正相关，这与众多的研究结果一致 [5-6]。说明客观可见的
支持即工作环境、患者医疗费用等方面得到的直接援助以及
患者体验到的情绪、情感上的支持包括被护士及家属关注、
接纳、理解、信任等有利于改善糖尿病患者治疗心理负担，

减少内心痛苦。宋佳萌指出社会支持可以改变个体对生活、
工作满意度的判断和情绪体验，比如可以改变个体人际交往
状况，在交往中获得价值感、安全感和归属感，从而增加个体
的积极情绪体验 [7]。此外，个体对所拥有社会支持的主动利
用情况，即患者在治疗过程中通过主动与糖尿病病友交流经
验、参加健康大讲堂、向医务人员主动寻求帮助等一系列行
为来获取糖尿病相关知识，提高其生活质量，从而促进其主
观幸福感水平。综上，本研究发现糖尿病患者社会支持水平
的提高有助于增强主观幸福感，改善心理健康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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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临床应用振动方法治疗结果显示，这种良性物
理性振动治疗效果显著，无副作用。经临床治疗观察，分娩
10 天后仍有会阴疼痛的治疗效果更佳。对分娩后会阴疼痛
的镇痛疗效确切，是立杆见影的镇痛方法。

3   讨论
妇女顺产分娩后会阴疼痛特点是会阴、肛门及阴道部位

的神经分布共同从骶神经 2、3、4、5 神经节而来 [6]。共同支
配会阴、肛门皮肤及外括约肌。会阴部位的神经很丰富，感
觉很敏锐。这个部位的括约肌有较多的肌肉群组成。因此
分娩生产过程的扩张损伤或手术缝合刺激炎症均可引起括
约肌痉挛产生剧烈疼痛的特点。

利用机械性振动方法对妇女分娩后会阴疼痛的治疗 [7]，
本文首先提出了要大胆的去接触会阴处的创面。用振动方
法暂时麻痹了创面神经的敏感反应 , 降低了肌肉群的紧张
度 , 松驰括约肌的痉挛。加强了血液循环，缓解了局部缺血。
从而产生了显著的镇痛效果。在实践应用中 , 反复研究改良
治疗头形状和振动技术指标。从而优选出二种型号治疗头。
在临床上都收到了显著的镇痛疗效。妇女分娩后会阴疼痛
口服止痛药物，副作用较多 , 不能长时间服用。特别是产妇
要考虑婴儿母乳喂养问题 [8]。顺产妇出院 10 天后会阴疼痛

者，单纯的外洗药疗效较差，而使用本振动方法治疗效果更
佳。所以振动镇痛疗法解决了妇产科多年来临床上妇女分
娩后会阴疼痛的这项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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