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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产儿父亲亲职压力与积极心理资本、社会支持的相关性

李海香，熊凤霞，谭敏珍，李小翠，刘淑霞

(佛山市高明区人民医院妇幼院区新生儿科，广东 佛山 528500)

[摘　要]	 目的：了解早产儿父亲的亲职压力现状，分析心理资本、社会支持对亲职压力的影响作用，为早

产儿父亲的心理护理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选取2018年7月至2019年7月佛山市高明区人民医院收

治的238例早产儿父亲，应用亲职压力量表、积极心理资本问卷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进行调查。  

结果：早产儿父亲的亲职压力为(89.39±16.45)分，积极心理资本为(112.34±10.37)分、社会支持为

(42.11±10.98)分。不同新生儿住院时间、有无新生儿并发症、是否初产、家庭人均月收入情况的

亲职压力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亲职压力各维度得分与积极心理资本各维度得分、社

会支持得分呈负相关关系(r=−0.532~−0.170)，数据有统计学意义(P<0.05)；乐观、希望、韧性、

自我效能及社会支持均为早产儿父亲亲职压力的独立影响因素(P< 0 . 0 5 )，共可解释4 8 . 0 % (校正

R2=0.480)的方差变异。结论：早产儿父亲的亲职压力水平相对较高，积极心理资本与社会支持是

亲职压力的独立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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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parental stress of fathers of preterm infants, and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social support on parental pressure,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psychological 

care of fathers of preterm infants. Methods: From July 2018 to July 2019, 238 preterm fathers were selected, 

parents’ stress scale,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questionnaire and social support scale were used. 

Results: The scores of parental stress,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social support were 89.39±16.45, 

112.34±10.37, and 42.11±10.98, respectively.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arental stress scores among 

fathers with different hospitalization time, neonatal complications, primipara or not, and family per cap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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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产是指妊娠小于3 7周的分娩，其发生率高

达8%~10%，并呈逐年增长的发展趋势 [1]。由于器

官功能和免疫功能等方面尚未发育完善，早产儿

容易并发多种疾病且病死率较高。早产作为一种

特殊的应激事件，加之早产儿医疗状况的不稳定

性，容易给早产儿父母及主要照顾者带来较大的

心理压力[2]。亲职压力是指父母在履行父母职责、

进行亲子互动等过程中感受到的一种压力，过高的

亲职压力会使父母产生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严

重影响其身心健康，同时还会造成养育行为的改

变，不利于儿童的健康成长[3]。因而，越来越多临

床医护人员关注早产儿父母压力及心理健康。在既

往早产儿父母的研究[4]中，大多以母亲作为研究主

体，较少关注父亲的心理动态。事实上，早产儿父

亲承担着极其重要的责任，他们不仅要承担来自工

作方面的压力，还要承担患儿治疗沟通、产妇照顾

等责任，其身心健康水平直接影响家庭能否在困难

时期顺利过渡[5]。积极心理资本和社会支持对个体

的身心健康具有保护作用 [6-7]，但亲职压力的影响

作用尚缺乏相关研究。本研究旨在调查早产儿父亲

的亲职压力现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早产儿父亲

的心理护理提供参考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2018年7月至2019年7月佛山市高明区人民

医院收治的早产儿父亲，纳入标准：1)早产儿胎龄

小于37周；2)早产儿出生后进入NICU治疗；3)父亲

能够用粤语或普通话沟通，并能独立完成问卷的填

写；4)父亲作为患儿的家庭主要联络人(负责对患

儿的病情进行沟通与决策等)；5)父亲愿意配合调

查并已填写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存在智力功能

不全、认知功能障碍或存在精神心理疾病的父亲。

本研究已获得佛山市高明区人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

会的批准，且参与调查者均已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调查问卷

1.2.1  一般资料调查表

研究小组依据调查需要自行设计，调查的内

容包括新生儿资料和父亲资料两部分，其中新生

儿资料包括新生儿性别、住院时间、出生体重、

并发症、胎龄、是否双胎、是否初产等内容；父

亲资料包括父亲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

入情况、居住地区、是否在职等资料，通过查询

病历和调查进行收集和评估。

1.2.2 亲职压力量表

中文版量表由翁毓秀等 [ 8 ]汉化，包括亲职愁

苦、亲子互动失调、困难儿童3个方面，共计36个

条目，采用L i ker t  5级评分，1分为“一点也不同

意”，5分为“非常同意”，得分为36~180分，得

分越高表明亲职压力越高，≥9 1分为亲职压力较

高。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80~0.91，重测信度为

0.68~0.85，信效度较高。

1.2.3 积极心理资本问卷

问卷由张阔等[9]编制，包括乐观、希望、韧性

和自我效能4个方面，共计26个条目，采用Likert 7
级评分，1分为“完全不符合”，7分为“完全一

致”，得分为26~182分，得分越高表明积极心理

资本水平越高。问卷的Cronbach’s α为0.76~0.90，

信效度较高。

1.2.4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量表由肖水源 [10]编制，包括主观支持、客观

支持和对支持利用度3个方面，共计10个条目，总

分为4 0分，得分越高表明社会支持水平越高。量

表的Cronbach’s α为0.60~0.70，信效度较高。

1.3  调查方法

经 统 一 培 训 的 护 士 调 查 员 在 患 儿 住 院 期 间

进行调查。调查前派发调查说明和知情同意书，

在 早 产 儿 父 亲 充 分 明 白 调 查 目 的 、 填 写 要 求 及

落 实 填 写 知 情 同 意 书 后 派 发 调 查 问 卷 。 本 研 究

共 派 发 2 5 0 份 调 查 问 卷 ， 回 收 有 效 问 卷 2 3 8 份 ，

monthly income (P<0.05). The scores of all dimensions of parental stress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cores of all dimensions of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social support (r=−0.532 to −0.170), and the 

data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Optimism, hope, resilience, self-efficacy and social support were all 

independent factors (P<0.05), 48.0% of variance could be explained (corrected R2=0.480). Conclusion: The 

level of parental stress in preterm fathers is relatively high.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social support are 

independent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arental pressure.

Keywords premature infant; father; parental pressure; psychological capital; social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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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回收率为95.2%。238例早产儿父亲的年龄为

22~45(28.34±7.83)岁(表1)。 

1.4  统计学处理

由 双 人 录 入 E p i D a t a  3 . 1 软 件 构 建 研 究 数 据

库 ， 并 采 用 逻 辑 纠 错 校 正 ， 然 后 导 入 S P S S  2 4 . 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亲职压力、积极心理资本与

社会支持的得分采用中位数、最小值、最大值、

均 数 和 标 准 差 的 形 式 进 行 描 述 ， 采 用 P e a r s o n
相 关 性 分 析 、 多 元 线 性 回 归 分 析 探 讨 亲 职 压 力

与 积 极 心 理 资 本 、 社 会 支 持 的 关 系 ， 检 验 水 准
α=0.05，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1 不同早产儿父亲亲职压力的比较(n=238)

Table 1 Comparison of parental stress of different preterm fathers(n=238)

项目 例数 亲职压力得分 t/F P

新生儿性别 0.019 0.891

女 140 89.26±15.81

男 98 89.56±17.42

新生儿住院时间/周 16.350 <0.001

<1 46 79.50±14.51

1~2 101 88.50±15.86

>2 91 95.37±15.53

出生体重/g 0.125 0.883

<1 500 60 88.47±18.79

1 500~2 000 97 89.66±15.77

>2 000 81 89.74±15.57

新生儿并发症 3.990 0.047

无 167 88.01±17.00

有 71 92.63±14.70

胎龄/周 0.234 0.791

<28 46 88.30±14.76

28~32 148 89.95±18.31

>32 44 88.61±10.77

是否双胎 0.041 0.839

否 177 89.51±16.49

是 61 89.02±16.50

是否初产 4.412 0.037

是 115 91.69±17.28

否 123 87.24±15.41

父亲年龄/岁 0.978 0.377

<25 28 93.32±17.53

25~35 155 88.61±16.60

>35 55 89.58±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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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早产儿父亲的亲职压力得分

早产儿父亲的亲职压力为(89.39±16.45)分，

其中177例(74.4%)≥91分(表2)。

2.2  早产儿父亲的积极心理资本、社会支持得分

早产儿父亲的积极心理资本为(112.34±10.37)分、

社会支持为(42.11±10.98)分(表3)。

2.3  不同早产儿父亲亲职压力的比较

不同新生儿住院时间、有无新生儿并发症、

是否初产、家庭人均月收入的亲职压力得分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1)。

2.4  早产儿父亲亲职压力与积极心理资本、社会支

持的相关性分析

早产儿父亲亲职压力与积极心理资本、社会

支持呈负相关关系( r = − 0 . 5 3 2 ~ − 0 . 1 7 0，P < 0 . 0 5；

表4)。

2.5  积极心理资本、社会支持对早产儿父亲亲职压

力影响的回归性分析

以 亲 职 压 力 总 分 为 因 变 量 ， 以 积 极 心 理 资

本各维度得分、社会支持得分作为自变量，进行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乐观、希望、韧

性、自我效能、社会支持均为早产儿父亲亲职压

力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共可解释48.0%的方

差变异(表5)。

续表1

项目 例数 得分 统计值 P

父亲文化程度 1.100 0.334

初中及以下 45 89.76±14.56

高中 63 86.79±14.40

大专及以上 130 90.52±17.91

家庭人均月收入/元 49.648 <0.001

<3 000 96 98.73±14.97

3 000~5 000 71 89.01±12.90

>5 000 71 77.13±13.19

居住地区 0.023 0.977

农村 67 89.36±16.56

城镇 93 89.65±16.74

城市 78 89.10±16.23

是否在职 0.077 0.782

否 64 89.88±15.09

是 174 89.21±16.97

表2 早产儿父亲的亲职压力得分(n=238)

Table 2 Parental stress scores of preterm fathers (n=238)

项目 条目数 中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得分

亲职愁苦 12 36 20 54 35.95±6.58

困难儿童 12 27 15 41 26.90±4.97

亲子互动失调 12 27 14 40 26.53±4.93

亲职压力总分 36 90 49 135 89.39±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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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早产儿父亲的积极心理资本、社会支持得分(n=238)

Table 3 Scores of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social support of preterm fathers (n=238)

项目 条目数 中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得分

乐观 6 23 12 36 23.08±5.22

希望 6 25 13 38 25.26±4.89

韧性 7 29 14 42 28.93±5.3

自我效能 7 35 21 50 35.06±5.32

积极心理资本总分 26 112 80 138 112.34±10.37

社会支持总分 10 42 15 71 42.11±10.98

表4 早产儿父亲亲职压力与积极心理资本、社会支持的相关性分析

Table 4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father’s parental stress,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social support in premature infants

项目
亲职压力 亲职愁苦 困难儿童 亲子互动失调

r P r P r P r P

乐观 −0.305 <0.001 −0.303 <0.001 −0.306 <0.001 −0.304 <0.001

希望 −0.174 0.007 −0.170 0.009 −0.172 0.007 −0.181 0.005

韧性 −0.254 <0.001 −0.254 <0.001 −0.247 <0.001 −0.258 <0.001

自我效能 −0.315 <0.001 −0.320 <0.001 −0.307 <0.001 −0.315 <0.001

积极心理资本总分 −0.527 <0.001 −0.526 <0.001 −0.519 <0.001 −0.532 <0.001

社会支持总分 −0.473 <0.001 −0.470 <0.001 −0.475 <0.001 −0.473 <0.001

表5 积极心理资本、社会支持对早产儿父亲亲职压力影响的回归性分析

Table 5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social support on father’s parental stress of 

premature infants

项目 β 标准误 校正β t P

常数 57.889 8.837 — 23.524 <0.001

乐观 −0.424 0.149 −0.293 −6.206 <0.001

希望 −0.264 0.159 −0.168 −3.551 <0.001

韧性 −0.416 0.146 −0.231 −4.916 <0.001

自我效能 −0.450 0.146 −0.307 −6.527 <0.001

社会支持 −0.526 0.071 −0.458 −9.734 <0.001

F=40.670，R2=0.491，校正R2=0.480，P<0.05。

F=40.670, R2=0.491, corrected R2=0.480,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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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早产儿父亲的亲职压力为

(89.39±16.45)分，其中177例(74.4%)≥91分，表明

大部分早产儿父亲的亲职压力水平相对较高。早

产儿父亲的亲职愁苦为(35.95±6.58)分，是亲职压

力得分最高的方面。亲职愁苦压力来源于育儿、

与配偶关系处理、社会支持以及其他生活琐碎事

件的处理等方面 [11]。早产事件的发生打乱了早产

儿父亲的既定安排计划，他们未能在短时间内适

应突发的角色变化，难以应对患儿病情沟通、配

偶照顾、工作协调等多重改变 [12]，从而导致亲职

愁苦水平较高。进一步分析其一般资料可知，新

生儿住院时间越长、有新生儿并发症、初产、家

庭人均月收入越低的早产儿父亲亲职压力水平越

高，与既往研究 [2,11]基本一致，这可能与新生儿疾

病严重会增加心理压力，缺乏应对经验、经济收

入低的父亲会承担更多经济压力等因素有关。钱

小芳等 [13]指出：亲职压力与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

密切相关，亲职压力越高则越容易出现躯体、心

理问题，而焦虑、抑郁等负性心理又会反过来加

重其压力感受，造成恶性循环，不利于其身心健

康。临床医护人员应重视早产儿父亲亲职压力的

评估，并及时进行预防干预。

本研究结果显示：早产儿父亲积极心理资本

为( 1 1 2 . 3 4 ± 1 0 . 3 7 )分，稍低于张晓彤等 [ 1 4 ]对护生

调查的得分( 1 2 3 . 3 7 ± 1 7 . 0 8 )及吕高荣等 [ 1 5 ]对心脏

起搏器植入患者调查的得分( 1 2 7 . 1 2 ± 1 9 . 2 1 )，表

明早产儿父亲的积极心理资本水平相对不足。研

究 [ 1 6 ]指 出 ： 积 极 心 理 资 本 是 个 体 的 内 在 心 理 保

护因素，在积极心理资本不足时容易发生一系列

心理问题，强化积极心理资本有利于提升其身心

健康水平、改善生命质量。本研究结果还显示：

早 产 儿 父 亲 的 社 会 支 持 为 ( 4 2 . 1 1 ± 1 0 . 9 8 ) 分 ， 与

既往研究 [ 6 ]结果基本一致。社会支持是指个体在

经济、情感、物质等方面获得的支持与帮助。社

会支持是一种外在的调节力量，良好的社会支持

有助于提升个体的认知水平和应对能力，进而降

低应激事件的发生 [10]。临床医护人员应重视早产

儿父亲积极心理资本和社会支持力量的评估与干

预，从根本上预防负性情绪的发生。

本研究结果显示：早产儿父亲亲职压力与积

极心理资本、社会支持呈负相关关系(P<0.05)，积

极心理资本与社会支持越好，其亲职压力水平越

低。进一步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可知，乐观、希

望、韧性、自我效能、社会支持均为早产儿父亲

亲职压力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钱小芳等 [13]

指出：出生后的早产儿以医院封闭式管理为主，

其父母往往因为长期与患儿分离、缺乏对病情的

必要了解、情感得不到满足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

而产生较为严重的心理压力。而积极心理资本是

一种包含乐观、希望、韧性、自我效能的内在调

节力量，乐观是指对现状和未来的成功作积极的

预测，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17]，乐观水平

越高则意味着患儿父亲对患儿病情康复良好结果

的预估值越高，对预后不良的担忧程度越低，从

而心理压力相对较低；希望代表个体不屈不挠地

朝目标努力直到成功的信念[7]，希望水平越高则意

味着患儿父亲在早产儿康复中所作的努力越多，

决心也越坚定，这有利于其转移关注焦点，进而

降低心理压力；韧性是指个体完成任务的信心和

迎难而上的精神[7]，早产对于患儿父亲来说是一种

突然的、强烈的应激事件，心理韧性能帮助其在

思想上强化自我的问题处理信心，减轻“早产”

这一应激事件带来的冲击和影响；自我效能是指

个体在逆境中对事件的管理和调控能力。郭文杰

等 [11]指出：压力的发生与个体的认知水平和应对

能力密切相关，个体的自我效能水平越高，则意

味着患儿父亲在患儿病情沟通、配偶照顾和工作

等方面的协调能力越好，这有利于减少次生应激

事件的影响，因此其亲职压力也相对较低。在社

会支持方面，早产儿父亲大多缺乏与病情相关的

认知知识和应对经验，这是导致其发生心理问题

的重要方面，而通过亲友的帮助和辅导，有利于

帮助其进行角色适应和解决在患儿住院期间的各

类疑难问题，同时必要的沟通能帮助其舒缓心理

压力和转移注意力 [18]，因而有助于降低其亲职压

力。由此可见，积极心理资本与社会支持均为降

低亲职压力的影响因素，医护人员应加强关注并

及早进行干预，以促进积极心理资本和社会支持

对早产儿父亲压力的改善作用。

综上所述，早产儿父亲的亲职压力水平相对

较高，积极心理资本和社会支持均为降低亲职压

力的影响因素。临床医护人员应注意加强评估，

并及时进行干预，以减少亲职压力对早产儿父亲

的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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