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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讨备孕妇女的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和婚姻满意度对焦虑的影响，为减少备孕妇女的焦虑
情绪，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提出合理建议。方法　采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ＯＬＳＯＮ婚
姻质量问卷》以及《焦虑自评量表》对１１２名备孕妇女进行调查。结果　备孕妇女焦虑自评量表的平均得分为
（４１．１８±７．９３）分，焦虑情绪的发生率为１６．１％；焦虑和积极应对、社会支持及其３个维度（客观支持、主观支持、
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以及婚姻满意度呈负相关（Ｐ＜０．０５）；社会支持和婚姻满意度可以有效负向预测焦虑（Ｐ＜
０．０５）。结论　备孕妇女存在焦虑问题，积极的应对方式，良好的社会支持和婚姻满意度是减少备孕妇女焦虑情
绪的保护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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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孕和向父母的过渡涉及重大的生理和心理 变化，这些变化与焦虑症状的增加有关［１２］。妊娠

对于女性来说是重大的应激性生活事件，伴随着心

理和社会角色的改变，无论在妊娠前、中、后都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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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焦虑等不良应激反应，并且女性孕前的心理问

题会导致妊娠并发症和不良的妊娠结局，甚至影响

孩子未来的身心发展［３７］。同时，这些问题还会影

响卵子的质量，进而影响受孕［８］。而高社会支

持［９］、良好的应对方式［１０１２］和高婚姻满意度［１３］对

备孕妇女的心理健康有着重要的保护作用。本研

究通过分析备孕妇女的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和婚姻

满意度的状况，探讨这些因素与备孕期女性的焦虑

情绪的关系，从而为缓解备孕妇女的焦虑情绪、帮

助她们科学备孕提供有效的建议和干预。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选择在济宁市妇

幼保健院进行孕前检查的１３０名备孕妇女为被试，
年龄在２２～４３岁，平均年龄（３３．４７±５．１１）岁。共
发放问卷１３０份，得到有效问卷１１２份（有效回收
率为８６．１％）。所有参与调查的备孕妇女均无精
神疾病，为自愿参与。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调查工具　１）社会支持评定量表（ＳＳＲＳ）
由肖水源［１４］于 １９９１年编制，分为客观支持、主观
支持和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３个维度，客观支持包
括２、６、７三个项目，主观支持包括１、３、４、５四个项
目，对支持的利用度包括 ８、９、１０三个项目，共有
１０个项目。总分越高表示个体得到的社会支持越
多，其内部一致性信度为０．７９。

２）简易应对方式问卷（ＳＣＳＱ）。由谢亚宁［１４］

于１９９５年编制，共有２０个项目，计分方式为 ０～４
分５级评分，按照积极应对方式（１～１２题）和消极
应对方式（１３～２０题）两个分量表分别计分，分数
越高说明个体更可能采取积极应对方式或消极应

对方式来处理挫折，其内部一致性信度为０．８４。
３）ＯＬＳＯＮ婚姻质量问卷（ＥＮＲＩＣＨ）［１４］。测评

采用ＥＮＲＩＣＨ中婚姻满意度这一因子，计分方式为
１～５分５级评分，总共包括１０个项目，分数越高说
明个体对自己的婚姻越满意，其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０．７１。
４）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由 ＷｉｌｌｉａｍＷ．Ｋ．

Ｚｕｎｇ［１５］于１９７１年编制，共有２０个项目，计分方法
为１～４分 ４级评分，得到粗分，第 ５、９、１３、１７、１９
题为反向计分，标准分＝粗分×１．２５。依照中国常
模的结果，ＳＡＳ标准分的分界值为５０分，５０～５９分

为轻度焦虑，６０～６９分为中度焦虑，７０分及以上为
重度焦虑，其内部一致性信度为０．７０。
１．２．２　调查方法　向各位调查对象发放《简易应
对方式问卷》《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婚姻满意度量

表》和《焦虑自评量表》，并且回收问卷，剔除无效

问卷，获得有效数据。

１．３　统计学方法
运用ＳＰＳＳ２２．０统计软件，采取独立样本 ｔ检

验探讨焦虑在不同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差异，采用

皮尔逊相关考察积极应对、社会支持和婚姻满意度

３个变量和焦虑的关系，采取逐步线性回归分析３
个自变量对焦虑的影响。Ｐ＜０．０５为具有统计学意
义。

２　结果

２．１　备孕妇女焦虑情绪状况
备孕妇女焦虑自评量表的平均得分为（４１．１８

±７．９３）分，其中无焦虑症状占８３．９％，轻度焦虑占
１３．４％，中度焦虑占２．７％，无重度焦虑，出现焦虑
情绪的备孕妇女占所有调查对象的１６．１％。
２．２　不同人口学特征备孕妇女焦虑得分情况

备孕妇女的焦虑在年龄、是否独生、居住地和

是否已生育上均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不同特征备孕妇女焦虑得分比较（分，珋ｘ±ｓ）

项目 ｎ 得分 ｔ Ｐ

年龄／岁

　　≤３４
　　＞３４

５９
５３

４１．３１±７．３４
４１．０４±８．６１ ０．１８３ ０．８５５

是否独生

　　是
　　否

１４
９８

４０．４５±８．０１
４１．２９±８．００ －０．３７０ ０．７１２

居住地

　　城镇
　　乡村

７６
３６

４１．４０±７．７７
４０．７３±８．３５ ０．４１５ ０．６７９

是否已生育

　　是
　　否

８５
２７

４１．１０±８．２２
４１．４４±７．０６ －０．１８９ ０．８５１

２．３　应对方式、婚姻满意度、社会支持和焦虑的相
关性

备孕妇女的焦虑和积极应对呈负相关（Ｐ＜０．
０５），焦虑和社会支持及其３个维度（客观支持、主
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均呈显著负相关（Ｐ＜０．
０５），焦虑和婚姻满意度呈显著负相关（Ｐ＜０．０５）。
见表２。

·０４３·



济宁医学院学报２０２１年１０月第４４卷第５期　ＪＪｉｎｉｎｇＭｅｄＵｎｉｖ，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２１，Ｖｏｌ４４，Ｎｏ．５

表２　备孕妇女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婚姻满意度和焦虑的相关（ｒ，ｎ＝１１２）

珋ｘ±ｓ 积极应对 消极应对 社会支持 客观支持 主观支持 支持利用度 婚姻满意度

积极应对 ２３．２０±６．３５ １

消极应对 ９．１７±３．９３ ０．３９９ １

社会支持 ４２．２９±６．８ ０．５５６ ０．０６５ １

客观支持 ９．８５±２．７３ ０．４２５ ０．０４５ ０．７２２ １

主观支持 ２４．３２±４．４４ ０．４５１ ０．０９２ ０．８９７ ０．４４３ １

对支持的利用度 ８．１０±１．７８ ０．３４６ －０．０６４ ０．４９７ ０．１４０ ０．２７７ １

婚姻满意度 ３５．８２±６．２２ ０．１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２６４ ０．２２５ ０．２５９ ０．０１０ １

焦虑 ４１．１８±７．９３ －０．２６１ ０．１１０ －０．２７７ －０．１９７ －０．２１５ －０．２３１ －０．２５０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２．４　备孕妇女焦虑得分的逐步回归分析
以焦虑得分为因变量，婚姻满意度、社会支持

及其３个维度、应对方式的２个维度为预测变量，
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建立回归方程，按照 Ｐ＜０．０５
的筛选标准，最后只有婚姻满意度和社会支持２个
预测变量进入了回归方程，共同解释总变异的

１１％。见表３。

表３　备孕妇女焦虑得分的逐步回归分析

因变量 预测变量 Ｂ 标准误差 β ｔ Ｐ

焦虑 社会支持 －０．２６５ ０．１０９ －０．２２７ －２．４２８０．０１７

婚姻满意度 －０．２４２ ０．１１９ －０．１９０ －２．０２４０．０４５

３　讨论

拥有高社会支持和婚姻满意度，能够运用积极

应对方式的备孕妇女的焦虑情绪更少，心理健康状

况更好，然而，有些个体缺乏上述的有利因素，存在

不同程度的焦虑情绪。如果缺乏社会支持和良好

的应对方式，个体心理问题产生的可能性为

４３３％，是普通人群的２倍［１６］，并且有研究［４］发现

低婚姻质量者存在的负性情绪明显高于高婚姻质

量者，而婚姻满意度是衡量婚姻质量的重要指标。

本文结果显示，备孕妇女焦虑自评量表的平均得分

为（４１．１８±７．９３）分，有 １６．１％的女性存在焦虑症
状（轻度焦虑占 １３．４％，中度焦虑占 ２．７％），与张
安慧等［１７］的研究结果较为相似。说明一定比例的

备孕妇女在孕前存在焦虑问题。

本研究中，备孕妇女的积极应对和焦虑呈显著

负相关，与以往研究［１８］的结果相符，提示多运用积

极的应对方式有助于减轻备孕妇女的焦虑，因此，

备孕妇女应认真学习备孕知识，避免因恐惧而产生

消极情绪，多采用积极的方式应对挫折和压力，以

保护自己的心理健康，免受焦虑这一消极情绪的负

面影响。备孕妇女的社会支持及其 ３个维度（客
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与焦虑均呈

负相关，并且通过逐步回归分析，可以确定社会支

持可以有效负向预测焦虑，即备孕妇女获得的社会

支持越多，焦虑情绪越少，与以往研究［１２］相符。社

会支持能为处在应激中的个体提供保护，即能对应

激起缓冲作用，并且社会支持可以对维持良好情绪

体验和保持个体的心理健康起作用［１９］。因此，备

孕妇女的家人、伴侣应该多陪伴她们，给予其更多

精神、情感和物质上的支持，并且医院以及妇幼保

健机构应当加强备孕知识的宣传，倡导伴侣和她们

共同学习，为她们提供家庭外的支持，减少备孕妇

女对于备孕的恐慌情绪，尤其是对于那些第一次备

孕、未生育过的女性。此外，备孕妇女应当学习充

分利用社会支持的方法，使其获得的社会支持能更

好地发挥正面积极的作用。

除了社会支持以外，备孕妇女的婚姻满意度也

可以有效负向预测焦虑，即婚姻满意度越高的备孕

妇女的焦虑情绪越少，本文结果与以往研究［１３］一

致，拥有高婚姻满意度的女性，对伴侣的性格等更

加满意，与伴侣的相处更融洽，对彼此在家庭中的

分工更加满意，婚姻质量更高，对生活的信心充足，

对未来有良好的期待。因此，在备孕期间，备孕妇

女和伴侣应建立良好的沟通模式，按照适合两人相

处的方法生活，合理处理彼此间的摩擦，其伴侣应

充分考虑到备孕妇女所处的情境，多体谅她们，提

高其婚姻满意度，使其焦虑情绪减少，对家庭和生

活更加有信心，减少其备孕的恐惧和焦虑的情绪。

综上所述，部分备孕妇女的心理健康还是存在

问题，应引起社会关注，积极保护其心理健康，使其

·１４３·



济宁医学院学报２０２１年１０月第４４卷第５期　ＪＪｉｎｉｎｇＭｅｄＵｎｉｖ，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２１，Ｖｏｌ４４，Ｎｏ．５

免受焦虑的负性情绪的消极影响。本研究中积极

应对、婚姻满意度和社会支持均与焦虑有关系，因

此，家人、社会等应提供给她们更多的支持，促使她

们更多采用积极应对方式来面对挫折和压力，有更

多的资源可以缓解焦虑。同时，备孕妇女和伴侣应

共同提高婚姻满意度，减少她们的负面情绪，科学

健康地备孕。未来可以进一步探讨和细化不同情

况的备孕妇女的焦虑，有针对性地对她们进行有效

的心理干预，普及优生优育的科学知识，医院除了

身体方面的孕前检查，也要提供心理方面的咨询。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申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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