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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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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质量和社会资本现况#分析影响

N]\K

生存质量的社会资本关键要素*

方法
!

采用偶遇抽样方法对浙江省舟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江西省南昌市第九医

院及萍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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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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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面对面问卷调查*问卷包括基本情况调查表)健康状况简易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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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资本调查表*使用
P

L

-*)7)%>#

软件录入资料#利用
5N55#&>"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社会资本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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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质量的影响*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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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收集有效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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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效应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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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资本与生存质量各维度得

分及总分均较低#社会资本总分&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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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

S>HSi#>HS

'分#生存质量总分&满分
#""

分'为&

$S>&#i#%>SH

'分#与常模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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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获取资源的能力)信任和社会参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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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质量的影响因素*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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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

存质量较差#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较低#社会资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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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存质量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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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方法在临床上的应

用#虽然有效延长了艾滋病感染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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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至今仍未找到根治艾滋

病的方法#艾滋病患病人数依然在持续增加#艾滋病

问题依旧存在*艾滋病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

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受到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社

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社会资本作为一种无形的社

会资源#其致力于发挥社会作用#呼吁整个社会共同

参与到艾滋病防制工作中#并有效地结合物质)人力

等有形资源#共同发挥更大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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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不仅能

够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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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本研究

主要分析并找出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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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质量的社会资本

关键要素#从而为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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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质量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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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方法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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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包括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

状况)收入)就业状况)居住地)感染途径及感染身份

暴露情况*综合已有的社会资本相关研究#将社会

资本定义为一种依赖于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

织及组织内部成员之间的互动而存在#建立在信任)

互惠的基础上#人与组织能够获得各种资源和帮助

的社会关系*本研究调查表参考杨廷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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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8

=3//*-24+(7-/2 D&

&

!%>$

'

!

RM1/0

O

M;+I0)371)2;,-;;-/2 !&S

&

&S>F

'

!

B7M+1; &

&

#>H

'

\M+7M+1+I

L

/;01+-;_2/̂ 27//7M+1;

!

X+; HS

&

!F>F

'

!

@/ !&S

&

&S>F

'

!!

N]\K

!

N)7-+27;3-:-2

O

-̂7MKC?

"

'CA5

!>!

!

生存质量得分
!

%$D

例
N]\K

除躯体疼痛高

于全国常模外#其余各维度得分均低于全国常模+

D

,

#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2

$

">"#

#表
!

'(浙江省舟山

市和江西省南昌市)萍乡市的
N]\K

之间的生存质

量总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

&

">"F

#数据未列出'*

表
B

!

RA]I

的生存质量各维度得分及总得分

L&5B

!

G%(/0(*'('&##$*0

M

3&#$'

2

&),$'+

,$10)+$()+&1()

.

RA]I

(

.i(

!

A-,+2;-/2

@/1,;(/1+

+

D

,

8 D̀SSD

N1)(7-()3;(/1+

8 %̀$D

RM+7/7)3;(/1+ &D>#Di#F>DD $S>&#i#%>SH

##

NM

8

;-()3(/,

L

/2+27;0,,)1

8

&H>%$i#&>"" &#>#!i#D>!H

##

W+2+1)3M+)37M $$>"%i!">D& SD>!DiD>DH

##

NM

8

;-()3402(7-/2-2

O

DH>"#i#F>&% D%>&Di#D>$$

##

Y/*

8L

)-2 D">S"i#H>&H D$>HHi!">H&

##

U/3+G

L

M

8

;-()3 D#>HHi%#>$F $F>S!iS!>%F

##

5/(-)3(/,

L

/2+27;0,,)1

8

&&>""i#&>S! FD>%"i#!>""

##

U/3+G+,/7-/2)3 &&>"Si%F>SF

$&>SDiS%>SH

##

5/(-)3402(7-/2-2

O

DS>$"i#D>#F

SS>F%i##>FS

##

6+27)3M+)37M &F>!%i#$>$H

$#>FFiD>"$

##

?-7)3-7

8

&#>#Fi#D>"H

FH>$%iH>&#

##

!!

N]\K

!

N)7-+27;3-:-2

O

-̂7MKC?

"

'CA5>

##

2

$

">"#:;2/1,

;(/1+

!>%

!

社会资本测量问卷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

!

效度检验
!

对社会资本问卷的
#%

个条目进

行因子分析#

Y)173+77

球形检验得出
%

!

H̀DF>FFD

#

2

$

">""#

#球形假设被拒绝#指标间不独立#取值是

有关系的*

b)-;+1G6+

8

+1GB3_-2

&

b6B

'统计量为

">&$H

#由此可见本研究中的各项问题间存在一定的

关联性#所以数据符合因子分析的条件*本研究采

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并进行方差最大旋转*提取出

的
S

个公因子累积可以解释
$%>&!%T

的总变异*

公因子
#

主要包括
J

#$

)

J

#&

)

J

#H

条目#公因子
!

主要

包括
J

#"

)

J

##

)

J

#!

)

J

#%

)

J

#S

)

J

#F

条目#公因子
%

主要

包括
J

!"

)

J

!#

)

J

!!

条目#而公因子
S

主要包括
J

#D

条

目*根据社会资本的理论知识#本研究对公因子
S

)

公因子
#

联合命名为信任度#公因子
!

为社会参与#

公因子
%

为主动获取资源能力#此结果与设计的调

查问卷一致#详见表
%

*

!>%>!

!

信度检验
!

社会资本测量问卷的信度指标使

用内部一致性系数
J1/2=)(M

2

;

$

*该研究将
#%

个条

目都纳入分析#可见信任)主动获取资源的能力)社会

参与和总的社会资本的
J1/2=)(M

2

;

$

分别为
">$H&

)

">$H%

)

">$H!

和
">$H&

#是可接受的标准*

-

H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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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

!

RA]I

社会资本问卷效度检验

L&5D

!

\&#$,$'

2

'0+'(*+(%$&#%&

"

$'&#

M

30+'$())&$/0+(*RA]I

C7+,

J/,,/24)(7/1

# ! % S

J

#$

">DD! ">#%F ">!#H ">##%

J

#&

">&"" ">#%! ">#$D e">"!D

J

#D

e">"%# ">"#& e">#"% ">HDD

J

#H

">&%$ ">!#H e">#SH e">#&%

J

!"

">"&$ e">#FS ">SD& ">!!$

J

!#

e">%S# e">#$F ">$SH e">"#%

J

!!

e">SD$ e">"&H ">$S% e">"!!

J

#"

">"!# ">$SH ">"&% e">"HF

J

##

">#"F ">$%% ">#DF e">"S&

J

#!

">!!! ">&#& e">"!F e">"#D

J

#%

">"&S ">$FF ">!F! ">"%$

J

#S

">#!F ">&$F ">#D% ">"S&

J

#F

e">""! ">%&% ">FH& ">%#H

JM)1)(7+1-;7-(1//7:)30+ !>!FD !>!F# !>"$H #>"F$

J/271-=07-/21)7+

&

T

'

#H>%$$ #D>%#H #&>H#! D>#!$

J0,03)7-:+

(/271-=07-/21)7+

&

T

'

#H>%$$ %&>$DF FF>FH& $%>&!%

!!

N]\K

!

N)7-+27;3-:-2

O

-̂7MKC?

"

'CA5

!>S

!

社会资本得分
!

调查中
N]\K

的社会资本总

分为&

S>HSi#>HS

'分#信任的得分为&

!>#Fi#>"&

'

分)主动获取资源的能力的得分为&

#>F%i">FH

'分)

社会参与的得分为&

#>!$i">H"

'分*

!>F

!

生存质量影响因素分析
!

以生存质量总分为

因变量#首先控制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

就业情况)居住地)收入)感染艾滋病途径)感染身份

是否暴露的因素#分析主动获取资源的能力)信任和

社会参与对生存质量总分的影响#建立多重线性回

归分析#自变量的进入标准为
$

"̀>"F

#剔除标准为

$

"̀>#"

*结果发现在控制年龄及婚姻状况等因素

的前提下#社会资本
%

个维度主动获取资源的能力)

信任和社会参与均是生存质量的影响因素&

2

$

">""#

'#详见表
S

*

表
E

!

RA]I

生存质量多因素分析

L&5E

!

93#'$8&/$&'0&)&#

2

+$+(*

M

3&#$'

2

(*#$*0&1()

.

RA]I

<)(7/1 Y 5P Y+7) " 2

'=-3-7

8

/4)((+;;

7/1+;/01(+;

D>$SS ">&D! ">%&D ##>"FH

$

">""#

R10;7 S>F#& ">SS! ">%FD #">!!&

$

">""#

5/(-)3

L

)17-(-

L

)7-/2 S>S$F ">F"F ">!HD D>DSD

$

">""#

!!

N]\K

!

N)7-+27;3-:-2

O

-̂7MKC?

"

'CA5

D

!

讨
!

论

生存质量是反映个体生理)心理及社会功能的有

效的综合指标+

HG#"

,

*

!"

世纪
H"

年代#生存质量被引

入艾滋病这一领域#用于研究和评价
N]\K

的生活

质量*本研究显示#

N]\K

的生存质量低于正常人#

揭示了浙江省舟山市和江西省南昌市)萍乡市的

N]\K

生存质量较差#并与常模+

D

,进行比较后显示各

维度及总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2

$

">"#

'*

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与物质资本)人力

资本等有形资源不同#它是依存于人)组织及组织内

部成员之间的互动#并通过信任)互惠等原则#融合

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有形资源在人群中的流动及

共享#达到资源最大化利用#并降低有形成本+

##

,

*

本研究参考杨廷忠等+

&

,的社会资本量表并结合调查

地实情#自行设计了社会资本调查问卷#经过问卷的

因子分析和内部一致性检验#发现问卷具有良好的

信度和效度*在对社会资本进行评分后#发现各维

度得分及总的社会资本得分均较低#说明浙江省舟

山市和江西省南昌市)萍乡市的
N]\K

拥有的社会

资本较少*

虽然以往关于社会资本与
N]\K

生存质量的

相关研究甚少#但均说明了社会资本与
N]\K

的生

存质量存在一定关系#

\+=+3

等+

#!

,在
!"#!

年对

#H$%

例
N]\K

进行生存质量和社会资本调查研究

发现#社会资本可以增加
N]\K

的心理健康和躯体

健康水平(

6)

等+

#%

,在
!"#!

年对
!D%

例
N]\K

进

行相关研究发现#信任互惠增加了生理和心理健康

的可能性#社会支持和社会网络增加了心理健康的

可能性*本研究主要探讨影响
N]\K

生存质量的

社会资本主要因素#结果显示社会资本的
%

个维度

均是
N]\K

生存质量的影响因素#其中#主动获取

资源的能力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而主动获取资源

的能力包括与父母亲戚见面聚会次数#能谈心)得到

建议和帮助的朋友同事及邻居等的数量*与父母亲

戚见面聚会次数越多#能谈心)得到建议和帮助的朋

友同事及邻居越多#相应
N]\K

的生存质量得分越

高*有研究显示#

N]\K

希望能够得到亲朋好友的

尊重及理解#希望能得到他们更多的帮助及关心#而

亲朋好友关怀越多#

N]\K

更能感受来自周围的温

暖#相应的生存质量得分越高+

#S

,

*信任也是影响

N]\K

生存质量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对他人信任

度越高#相应
N]\K

的生存质量得分越高*有相关

研究已经证实#对他人越警惕#越不相信他人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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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

蓝桂莲#等
>

社会资本对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生存质量的影响

N]\K

#生存质量越差(

N]\K

对他人的信任度越

高#对于改善
N]\K

的生存质量越有利+

#F

,

*社会

参与包括参加各种形式的组织或团体活动#包括单

位的活动)一些文化娱乐活动或运动团体)同学会)

老乡会及校友会等#参加相应活动越多#生存质量得

分越高*有研究显示#参加一些团体活动可以使得

N]\K

更好地感受外界的温暖#更积极地面对生

活+

#$

,

*结果说明应首要加强
N]\K

父母亲戚及朋友

同事邻居对他们的帮助和关怀#对父母亲戚朋友同事

及邻居进行艾滋病相关知识学习和健康教育及培训#

消除对
N]\K

的歧视#真正接受他们#主动给予他们

更多的关怀和支持#建立彼此的信任(动员全社会力

量#使整个社会参与到艾滋病防制工作中#对
N]\K

开展更多形式的活动#如建立一些组织或俱乐部#认

可并尊重
N]\K

#从而建立相互信任的社会环境*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本

研究是回顾性研究#

N]\K

在回忆以往情况时可能

存在一定偏差(&

!

'本研究采用的调查方法为偶遇抽

样方法#偶遇抽样本身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本次调

查选取的调查现场均是
N]\K

相对集中的地点#所

以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在今后深入的研究中会改进

调查方法#以确保更好的代表性(&

%

'本研究在开展

时未对正常人群进行社会资本问卷的调查#而无法

进行
N]\K

与常人之间社会资本的对照#在今后的

研究中需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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