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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索社区服刑人员的领悟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方法 采用症状自评量表、领悟社会支持

量表对某地区的10个社区矫正试点的120名社区服刑人员进行调查。结果 ①社区服刑人员的SCL-90的总均

分和阳性项目数及在躯体化、强迫症状、抑郁、焦虑、精神病性因子均分显著高于普通人群常模,而人际关系敏感因

子均分要显著低于普通人群常模(P<0.05);②朋友支持因子与SCL-90总均分及因子强迫症状、抑郁、敌对、恐怖、
精神病性呈显著正相关,与因子其他呈显著负相关(P<0.05);③家庭支持因子与SCL-90的敌对因子呈显著负相

关(P<0.05);④朋友支持和家庭支持对社区服刑人员的心理健康水平有一定的预测力。结论 社区服刑人员的

心理健康的总体水平与普通人群有较大差异,社区服刑人员期望朋友支持和家庭支持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存在差

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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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AssociationsbetweenPerceivedSocialSupportandMentalHealthofCom-
munityInmates
YANGLing,CAOHua,GENGYinfeng,etal.SchoolofPsychology,NorthwestNormalUniversity,Lanzhou,Gan-
su,73007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s Toexploretherelationshipbetweenperceivedsocialsupportandmentalhealthofcommu-
nityinmates.Methods SymptomChecklist90(SCL-90)andSelfAdmissionQuestionnaire(SAQ)wereadministered
totest120communityinmatesinadistrictofcommunitycorrectionexperiment.Results ①ThetotalaverageSCL-
90scoresandthenumberofpositiveitemsaswellasseveralfactorsaveragescoressuchassomatization,forcing
symptoms,depression,anxietyandpsychoticofcommunityinmatesweresignificantlyhigherthanthenormal,butthe
scoresofinterpersonalsensitivitywassignificantlylowerthanthenormal(P<0.05);②therelationbetweenfriends
supportfactorandthetotalaverageSCL-90scoreswerepositive,aswellasobsessive-compulsivesymptoms,depres-
sion,hostility,terrorandpsychosis(P<0.05);③Familysupportfactorwasremarkablynegativelyrelatedwithhos-
tilefactor(P<0.05);④theleveloffriendsupportandfamilysupportforcommunityinmateshadacertainpredictive
effectontheirmentalhealthconditions.Conclusions Theoveralllevelofmentalhealthofcommunityinmateshada
greatdifferencewiththenormalpeople,andexpectationfromthefriendsupportandfamilysupportwillexertdiffer-
entinfluenceontheirmentalhealth.
【Keywords】 Communityinmates; Perceivedsocialsupport; Mentalhealth

  当前,社区服刑人员仍属于主流社会所排斥的

弱势群体,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尤其值得关注,而且

评估和研究该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既

是刑罚执行的前提条件,又是判断矫正效果的一个

重要依据[1]。其中,社会支持系统是影响其心理健

康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和实际的社会支持相比较,领
悟社会支持更能够了解和预测个体的心理健康水

平[2]。所以,本研究想通过调查社区服刑人员的心

理健康与领悟社会支持的关系,了解社区服刑人员

的心理健康水平,探索社区服刑人员的领悟社会支

持与其心理健康的关系。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对某地区所辖的17个街道、乡(镇)的社区矫正

试点单位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组合问卷120份,
有效回收115份问卷,有效率为95.8%。
1.2 研究方法

1.2.1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 本研究采用姜乾金

修订的PSSS[3]。量表包含3个因子,分别为家庭支

持、朋友支持其他支持。全量表共12个自评项目,
每个项目采用7级评分(1~7),1=极不同意至7=
极同意。量表的统计指标为总分及因子分。本研究

中该量表的总a 系数为0.90。家庭支持,朋友支

持、其他支持因子的a 系数分别为0.824,0.860,
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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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症状自评量表(SCL-90) 采用由王征宇[4]修订

的SCL-90,量表包含10个因子。全量表由90个项

目组成,每个项目采用5级评分(1~5),1=从无至

5=严重。量表的统计指标为总均分及因子分。总

分超过160分,或阳性项目数超过43项,或任一因

子分超过2分性,凡符合其中之一的需考虑筛选阳

性[5]。SCL-90因子分达到2分及以上,表示有比较

明显的心理问题;达到3分及以上,表示有较严重的

心理问题;达到4分及以上,表示有非常严重的心理

问题[6]。本研究中该量表的总a系数为0.978,各
因子的a系数在0.772~0.921之间。
1.3 施测程序

本研究以社区为单位,采用团体施测方式,利用

各试点举行讲座的机会,在征得相关领导的同意后,
在讲座开始之前,现场向社区服刑人员说明此次调

查问卷的目的,并讲解指导语,然后统一发放问卷,
并在不懂的地方予以解释。施测结束后,问卷当场

回收。
1.4 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采用SPSS17.0对数据进行的处理分

析。

2 研究结果

2.1 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

其中男101人,女14人;未婚44人,已婚64
人,离婚7人;城镇33人,农村82人;缓刑108人,
假释2人,暂予监外执行2人,剥夺政治权利3人;
小学及以下文化19人,初中文化63人,高中及中专

文化27人,大专或大学文化6人;以前有服刑经历

的5人,以前无服刑经历的110人。
2.2 社区服刑人员的SCL-90与全国常模比较

社区服刑人员的SCL-90的总均分和阳性项目

数较全国常模[5]要高,并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且区服刑人员SCL-90的部分因子也要显著的高于

全国常模(P<0.05),但和全国常模相比,社区服刑

人员的人际关系敏感因子均分要低,并有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1。

表1 社区服刑人员与全国常群模的差异检验比较x±s
因子 社区服刑人员(n=115)普通人群常模 t
躯体化 1.60±0.57 1.37±0.48 4.414**

强迫症状 1.79±0.62 1.62±0.58 3.054*

人际关系敏感 1.52±0.54 1.65±0.61 -7.830**

抑郁 1.69±0.58 1.50±0.59 3.549**

焦虑 1.51±0.60 1.39±0.43 2.282*

敌对 1.50±0.59 1.46±0.55 0.285
恐怖 1.30±0.40 1.23±0.41 1.773
偏执 1.49±0.54 1.43±0.57 1.250
精神病性 1.54±0.51 1.29±0.42 5.398**

其他 1.65±0.61 ——— ———
总均分 1.56±0.48 1.44±0.43 2.820**

阳性项目数 36.27±17.78 24.92±18.41 6.847**

  注:*P<0.05,**P<0.01(下同)。

2.3 SCL-90阳性症状及心理问题检出率

本研究检出社区服刑人员的阳性症状的概率为

96.4%。其中有心理问题的总人数为16人,检出率
为13.9%,而有严重心理问题的总人数为8人,检
出率为6.9%,主要集中在抑郁因子上。
2.4 SCL-90与领悟社会支持(PSSS)的相关分析

SCL-90总分及各因子与领悟社会支持总分及
各因子的相关分析表明,朋友支持与SCL-90总分
及部分因子呈显著正相关,而家庭支持与敌对因子
存在显著的负相关(P<0.05)。而其他支持、领悟
社会支持总分与SCL-90总分及各因子的相关并没

有达到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2。
表2 SCL-90和领悟社会支持(PSSS)的相关分析

因子 朋友支持 家庭支持 其他支持
领悟社会

支持总分

躯体化 0.095 -0.172 -0.006 -0.030
强迫症状 0.231* -0.117 0.042 0.065
人际关系敏感 0.218* -0.141 0.050 0.054
抑郁 0.195* -0.152 -0.017 0.014
焦虑 0.173 -0.158 0.054 0.031
敌对 0.222* -0.198* 0.062 0.038
恐怖 0.193* -0.079 -0.080 0.079
偏执 0.145 -0.178 -0.003 -0.009
精神病性 0.235* -0.112 -0.067 0.077
其他 -0.204* -0.122 -0.053 0.054
SCL-90总分 0.205* -0.156 0.035 0.037

2.5 回归分析

我们采用多元回归(逐步)进行回归分析,考察
社区服刑人员的领悟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预测程
度。首先,将性别、婚姻状况、家庭所在地、服刑类

型、文化程度、以前有无服刑经历等人口学资料作为
自变量,以SCL-90总均分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然后,以领悟社会支持的3个因子为自变量,以
SCL-90总均分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在人口变量上,只有性别和类别进入回归方程,并达
到显著性(P<0.01),对心理健康有显著的预测作
用,预测力分别为6.5%和21.5%。,在领悟社会支

持上,朋友支持和家庭支持进入回归方程,并达到显
著性(P<0.01),对心理健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预
测力分别为4.2%和12%。见表3。

表3 人口学资料与心理健康的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自变量 β Sx t r R2 F
性别 0.421 0.129 3.269** 0.255 0.065 15.333**

类别 0.373 0.081 4.626** 0.464 0.215 18.406**

  注:β代表标准回归系数,R2代表决定系数(下同)

表4 领悟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自变量 β Sx t r R2 F
朋友支持 0.039 0.524 3.491** 0.205 0.042 4.972*

家庭支持 -0.037 0.505 -3.150** 0.347 0.120 7.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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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社区服刑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

该样本的中的社区服刑人员的阳性症状的检出

率为 96.4%,其 中 有 心 理 问 题 的 检 出 率 达 到

13.9%,这一结果高于同一测验测得的一般群体[6]。
这一结果与樊琪、刘素珍等[7]的社区服刑人员心理

健康状况调查结果是一致的,同时本研究中社区服

刑人员的心理健康问题的主要症状和前人研究存在

一定的差异[8],这可能是由于样本个体差异造成的,
但是,在总体上社区服刑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不佳。
社区服刑人员在正常社会环境中属于弱势群体,一
方面原有的社会资源已被破坏,另一方面新的社会

资源建立困难,尤其是精神支持网络的建构常常遇

到阻力,这就容易使社区服刑人员他们的身心健康

又会重新激发其社会危害性[9]。所以,关注影响社

区服刑人员心理健康的因素,有利于社区服刑人员

的矫正工作顺利进行。
3.2 社区服刑人员的领悟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领悟社会支持是个体的主观感受,它和实际存

在的社会支持是相对的[10-11]。本研究中,领悟社会

支持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主要表现在朋友支持和家庭

方面,结果表明,社区服刑人员期望朋友支持越高反

而心理健康水平越低,这与领悟社会支持的相关研

究表现出不一致[12]。导致出现这种结果原因有很

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社区服刑人员担心

此次调查问卷会对其矫正评估带来影响,所以虚假

的填写问卷。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可否认的是,
社区服刑人员确实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身上既

没有监狱服刑人员的不自由又没有社会人的自由,
所以其本身状态就存在一种特殊性[13]。在现实生

活中,社区服刑人员除了与普通人同样需要面对来

自生活、工作方面的压力外,还需要面对来自外部的

歧视[14]。很少有人愿意主动的和社区服刑人员进

行交朋友,反而是敬而远之,怕和他们有任何关系,
因此社区服刑人员周围的朋友会很少。而领悟社会

支持是自己在社会交往中期望得到的支持,社区服

刑人员也期望得到朋友的支持,但是又担心朋友的

歧视,这种矛盾的心理反而会影响其心理健康水平。
所以社区服刑人员对朋友支持的期望越高,反应影

响到自身的心理健康水平。在家庭支持和心理健康

在敌对因子上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这就表明社区服

刑人员期望家庭支持越高,他表现出好的思想、情感

和行为,越能够控制自己。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社会

支持尤其是家庭的情感支持对个体的心理健康有着

重要的意义[15]。
3.3 社区服刑人员的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预测

通过回归分析,在人口学变量上,性别和社区矫

正类型可以很好的预测社区服刑人员的心理健康状

况。同时我们也发现,家庭支持支持可以更好地预

测社区服刑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相比监狱服刑,
社区服刑人员从家庭可以获得更多的工具性支

持[16-17]。而且社会支持对服刑人员的改造效果有着

正相关[18]。这进一步说明,领悟社会支持对于社区

服刑人员的心理健康是十分重要的,特别是家庭支

持。虽然,领悟社会支持所感受到的支持并不是实

际的支持,但是就是这种被感知到的现实是人的心

理的需要的现实支持,心理的现实影响着自身的行

为和发展更能预测个体的心理健康[19]。这就要求

在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心理干预的时候,关注其领

悟社会支持状况非常有必要。

4 结论

社区服刑人员的心理健康水平不容乐观,较低

的心理健康水平表现在不同的方面;社区服刑人员

的领悟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存在一定的关系,主要

表现在朋友支持和家庭支持上;家庭支持能够更好

的预测心理健康水平。
本研究对社区服刑人员的心理健康与领悟社会

支持关系的初步探讨,由于被试的特殊性,以及研究

者本身的能力有限,使得本研究存在一定的不足。
首先,样本量较小,而且性别比例差异较大,可能会

对研究结果有一定的影响。其次,社区服刑人员的

心理健康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所以,还需要进一步

的探讨其他的影响因素,并制定相应的心理健康的

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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