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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效能感在初产妇社会支持与焦虑之间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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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分析自我效能感在初产妇社会支持与焦虑之间的调节作用#为降低初产妇的焦虑水平提供参考%

方法
!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
)(!

名初产妇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问卷&焦虑自评量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以及

领悟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

初产妇焦虑&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得分分别为!

--&')W#&")

"分&!

',&!'W

2&'(

"分&!

2)&-"W$&#!

"分#年龄&有无糖耐量异常&自我效能&社会支持是初产妇焦虑的影响因素#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

分别对焦虑具有负性预测作用#且两者对焦虑的交互作用明显#自我效能感在初产妇社会支持与焦虑之间起调节作用#随

着自我效能感的提高#社会支持对焦虑的负向调节作用随之增强%结论
!

初产妇焦虑水平较高#自我效能感在初产妇社会

支持与焦虑之间起调节作用%

关键词$初产妇'焦虑'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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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产妇围生期心理健康问题逐渐受到关

注%大多数初产妇在分娩过程中因担心胎儿健

康&疼痛以及对胎儿性别的期望等因素#会出现不

同程度的紧张和恐惧#严重者可出现围生期抑郁

和焦虑)

!

*

#进而导致不良结局!如早产&难产&自杀"

的发生%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在缓解孕期妇女妊

娠相关焦虑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拥有良好的社

会支持可显著降低妊娠相关焦虑水平)

'

*

%同时#自

我效能感作为一种积极的认知和情绪因素#被视

为个体自我持续调节的动力或心理积极状态的反

映#常在变量间的相互作用中起调节作用#即在自

我效能感的调节作用下#某些积极主动的因素有

可能发挥更大的推动作用)

)

*

%关于自我效能在初

产妇社会支持与焦虑之间的调节作用尚未可知%

因此#本研究对
)(!

例初产妇进行问卷调查#旨在

分析自我效能感在初产妇社会支持与焦虑之间的

调节作用#为降低初产妇的焦虑水平提供参考%

现报告如下%

E

!

对象与方法

EPE

!

调查对象
!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
'(!#

年

2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台州市中心医院产

科待产的
)(!

名初产妇为调查对象%纳入标准$孕

)'

周及以上初产妇#年龄
!$

岁以上#知情同意并

自愿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既往或目前患有精

神疾病者#胎儿畸形&死胎等胎儿异常需引产者#

不能理解和独立完成问卷者%

EPQ

!

方法

E&Q&E

!

调查工具

!&'&!&!

!

一般资料调查问卷
!

自行设计#内容包

括年龄&孕周&宫内胎儿数&受教育程度&胎位&计

划分娩方式&有无妊娠合并高血压&有无产前糖耐

量异常等%

-

)!

-

护理与康复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

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

[=5=:<?L=?C%

VCC18<8

A

L8<?=

#

[LVL

"

)

-

*

!

为单维度量表#包含

!(

个条目#采用
Q1R=:9-

级评分#

!

!

-

分分别代表

+完全不正确,至+完全正确,#总分
!(

!

-(

分#得分

越高表示自我效能感越高%

[LVL

量表的
!&+,-

.%/0

1

$

!

系数为
(#$-

%

!&'&!&)

!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U=:8=1>=/L081<?

L;

FF

0:9L8<?=

#

ULLL

"

)

,

*

!

由
1̂B=9

编制#姜乾金

汉化#包含
!'

个条目#

)

个维度#分别为家庭支持&

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每个维度
-

个条目#采用

Q1R=:9#

级评分#

!

!

#

分分别代表+极不同意,至

+极同意,#总分
!'

!

$-

分#得分越高表示获得的社

会支持越大#

ULLL!&+,.%/0

1

$

!

系数为
(&"(

#家

庭支持维度为
(&$#

#朋友支持维度为
(&$'

#其他支

持维度为
(&"(

%

!&'&!&-

!

焦虑自评量表!

L=?C%M<915

D

N5@1=9

A

L8<?=

#

LNL

"

)

2

*

!

包含
'(

个条目#采用
Q1R=:9-

级

评分#

!

!

-

分分别代表+没有或很少时间有,至+绝

大部分或全部时间都有,#总分
'(

!

$(

分#得分越

高表示焦虑情况越严重%

'(

个条目得分相加即得

粗分#经过公式换算#即用粗分乘以
!&',

以后取整

数部分#就得标准分%

E&Q&Q

!

资料收集方法
!

本研究的调查员由台州

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组成#调查前接受专门培训#

包括问卷内容&调查流程和调查技巧等#发放问卷

时使用统一指导语#向调查对象详细说明量表填

写方法#让调查对象独立完成#当场收回%

E&Q&D

!

统计学方法
!

所有数据采用
LULL''&(

进行分析%采用独立样本
1

检验#单因素方差分

析#

(2%&$+,

相关性分析和分层回归分析#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Q

!

结
!!

果

QPE

!

初产妇一般资料
!

本研究发放问卷
)!)

份#

回收有效问卷
)(!

份#有效回收率
"2&!#.

%初产

妇一般资料见表
!

%

QPQ

!

初产妇焦虑%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得分及

单因素分析
!

见表
!

%

)(!

例初产妇焦虑&自我效

能感得分分别为!

--&')W#&")

"分&!

',&!'W

2&'(

"分#社会支持得分!

2)&-"W$&#!

"分#家庭支

持&朋友支持&其他支持维度得分分别为!

'!&''W

)&,-

"分&!

'!&!)W)&#-

"分&!

'!&!-W)&2'

"分%

不同年龄&有无糖耐量异常的初产妇焦虑得分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不同人口学资

料初产妇自我效能感得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

(

#

(#(,

"'不同年龄&受教育程度的初产妇社会

支持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表
E

!

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和不同研究对象焦虑%自我效能%社会支持单因素分析

项
!

目 例数!

.

" 焦
!

虑
1

(

*

值
(

值 自我效能感
1

(

*

值
(

值 社会支持
1

(

*

值
(

值

年龄
'&!"' (&('" %!&,!,(&!)! %'&',# (&(',

!

!$

!

',

岁
!!$

!

)"&'

"

-,&-$W$&') '-&-,W,&$# 2'&(2W"&'!

!

'2

!

)$

岁
!$)

!

2(&$

"

-)&-'W#&#$ ',&,,W2&)' 2-&-!W$&,2

孕周
%!&)",(&!2- (&"-) (&)-2 (&",' (&)-'

!

足月
'#,

!

"!&-

"

--&(-W#&#" ',&')W2&)) 2)&2-W"&(-

!

早产
'2

!

$&2

"

-2&'$W$&'! '-&(!W,&"" 2!&$$W$&2$

宫内胎儿数
%!&)--(&!$( %(&($!(&")2 (&!"! (&$-"

!

单胎
'"(

!

"2&)

"

--&!!W#&2" ',&!!W2&-, 2)&,!W$&$"

!

多胎
!!

!

)&#

"

-#&'"W$&!! ',&'#W2&!' 2'&""W$&2!

受教育程度
!&-$- (&''$ '&'-- (&!($ $&'""

"

(&((!

!

大专及以下
!'!

!

-(&'

"

-,&!2W$&!' '-&!#W2&$# 2!&!2W$&!'

!

本科
!,!

!

,(&'

"

-)&2$W#&"$ ',&2$W2&!' 2-&2$W$&#-

!

硕士及以上
'"

!

"&2

"

-)&(-W#&$$ '2&!-W2&)' 22&""W"&#!

妊娠合并高血压
!&"2" (&(,( (&(-) (&"22 %!&'"- (&!"#

!

有
,-

!

!#&"

"

-2&!,W$&') ',&!,W2&#$ 2'&(,W$&2-

!

无
'-#

!

$'&!

"

-)&$!W#&$- ',&!!W2&!' 2)&$!W"&!-

产前糖耐量异常
)&'#' (&((! %(&!2)(&$#( %!&2', (&!(,

!

有
#$

!

',&"

"

-#&("W$&)' ',&(!W2&,# 2!&$,W$&,-

!

无
'')

!

#-&!

"

-)&')W#&#, ',&!2W2&(! 2-&(#W"&'!

-

-!

-

护理与康复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QPD

!

焦虑与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的相关性分析

!

(2%&$+,

相关分析显示#初产妇焦虑与自我效能

感&社会支持及其
)

个维度均呈负相关关系!

(

"

(#(,

"#自我效能感与社会支持及其
)

个维度均呈

正相关关系!

(

"

(#(,

"#见表
'

%

表
Q

!

焦虑与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的相关性分析

项 目 焦虑
家庭

支持

朋友

支持

其他

支持

社会

支持

焦
!!

虑
% % % % %

家庭支持
%(&)!"

!

"

% % % %

朋友支持
%(&'##

!

"

(&-("

!

"

% % %

其他支持
%(&'!$

!

"

(&,!-

!

"

(&-#'

!

"

% %

社会支持
%(&'")

!

"

(&,$,

!

"

(&,$!

!

"

(&2''

!

"

%

自我效能感
%(&)))

!

"

(&'#'

!

"

(&)))

!

"

(&''2

!

"

(&)(!

!

"

!!

注$

!

"

(

"

(#(,

QPH

!

自我效能感在社会支持与焦虑之间的调节

作用
!

以自我效能感为调节变量&社会支持总分

为自变量&焦虑为因变量#将自变量和调节变量去

中心化#并构建两者的乘积项#进行分层回归分

析%第一步将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人口

学变量引入回归方程#第二步将自我效能感和社

会支持引入回归方程#第三步将两者的乘积项引入

回归方程%自变量赋值如下$年龄!

!$

!

',

岁
S(

#

'2

!

)$

岁
S!

"#产前糖耐量异常!无
S(

#有
S!

"#

社会支持和自我效能以原值录入%结果显示#年

龄对焦虑具有负向预测作用#产前糖耐量异常对

焦虑具有正向预测作用#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分

别对焦虑具有负向预测作用#且两者对焦虑的交

互作用明显#自我效能感在社会支持和焦虑之间

起调节作用#即随着自我效能感的提高#社会支持

对焦虑的负向调节作用随之增强#见表
)

%

D

!

讨
!!

论

DPE

!

初产妇的焦虑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

本研

究结果显示#初产妇
LNL

平均得分为!

--&')W

#&")

"分#高于正常女性焦虑常模得分)

#

*

#与徐淑琴

等)

$

*报道的十堰地区孕晚期孕妇焦虑状态常模得

分基本一致#提示孕晚期初产妇的焦虑水平较高%

年龄较低的初产妇焦虑水平较高#与徐淑琴等)

$

*和

李君琴等)

"

*的研究结果一致#低龄初产妇由于自身

情感发育尚未成熟#之前未经历过妊娠#对妊娠没

有充足知识#缺乏思想和物质等方面的准备#导致

其对于妊娠这样重大的生活应激事件一时难以应

对#因此容易导致妊娠相关焦虑产生%产前糖耐

量异常者焦虑水平大于产前糖耐量正常者#与初

产妇担心血糖异常对胎儿身体发育可能带来不良

影响有关%

DPQ

!

自我效能感在初产妇社会支持和焦虑间起

调节作用
!

本研究结果显示#自我效能感和社会

支持对焦虑起负向预测作用#自我效能感在社会支

表
D

!

自我效能感在社会支持与焦虑之间的调节作用

自 变 量
3

值 标准误
"

值
1

值
(

值

第
!

层

!

常数项
,!&((" !&"', % '2&-""

"

(&((!

!

产前糖耐量异常
)&-2, !&(2! (&!", )&'22 (&((!

!

年龄
%'&$$- (&",' %(&!$! %)&('" (&(()

第
'

层

!

常数项
,(&!22 !&#(- % '"&--!

"

(&((!

!

产前糖耐量异常
)&'!' (&"'2 (&!$! )&-2# (&((!

!

年龄
%'&2#) (&$'" %(&!2$ %)&''2 (&((!

!

社会支持
%(&'-" (&(-, %(&'$) %,&-$2

"

(&((!

!

自我效能感
%(&))# (&(2, %(&'2" %,&!")

"

(&((!

第
)

层

!

常数项
,(&!!( !&2#$ % '"&$,,

"

(&((!

!

产前糖耐量异常
)&!$( (&"!' %(&!#" %)&-$2 (&((!

!

年龄
%'&"!! (&$'( %(&!$) %)&,,'

"

(&((!

!

社会支持
%(&'!$ (&(-2 %(&'-$ %-&#2'

"

(&((!

!

自我效能感
%(&),( (&(2- %(&'#" %,&-2(

"

(&((!

!

社会支持
X

自我效能感
(&('( (&((2 (&!,, )&!#$ (&(('

!!

注$第
!

层
4

'

S(#(""

&

#

4

'

S(#(")

&

*S!2#)#"

&

(

"

(#((!

'第
'

层
4

'

S(#)!-

&

#

4

'

S(#)(-

&

*S))#$!'

&

(

"

(#((!

'第

)

层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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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和焦虑之间起调节作用#即社会支持对焦虑的

负向作用随自我效能感的提高而增强%社会支持

是促进初产妇心身健康的重要资源)

!(

*

#能提高初

产妇对重大生活事件的应激能力#减缓其精神压

力#减少焦虑等情绪紊乱现象)

!!

*

%王珠玮等)

!'

*的

研究结果显示#社会支持低的初产妇焦虑的发生

率显著高于社会支持高的初产妇%自我效能具有

状态调节管理作用#自我效能感高的孕产妇孕期

能够积极地面对妊娠带来的心理压力#在遇到困

难时#能够积极地寻求有效的方式解决问题)

!)

*

#增

强自我效能干预能降低初产妇焦虑等负面情绪#

改善分娩结局%同时#自我效能高的人更能够主

动寻求和接纳来自家庭&朋友&医生等各种来源的

社会支持#且对各种来源的社会支持的利用率和

接纳程度较高#进而降低其焦虑水平%这提示医

护人员应努力提高初产妇自我效能感#帮助其获

取更多的社会支持#以减轻其焦虑水平#如通过孕

妇课堂#与待产妇交流经验#分娩情景预演)

!-

*等方

式提高初产妇的认知水平'在日常护理过程中#结

合心理学理论知识#正面积极疏导产妇心理#提高

其自我效能感'同时#医护人员积极与初产妇家属

配合#指导家属在家庭内形成关爱孕产妇的氛围#

鼓励亲友&同事等在初产妇妊娠期间多与其交流#

给予鼓励#使其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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