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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官兵孤独感及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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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军医大学（第二军医大学）心理系航海心理学教研室，上海 200433

［摘要］ 目的 初步探索海军官兵孤独感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简单整群抽样法，于 2022 年 4 月使

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孤独量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自尊量表、一般

自我效能感量表、7 项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9 项患者健康问卷抑郁量表及自编一般人口学问卷对调查对象进行调

查。采用 Spearman 相关和 Pearson 相关对一般人口学变量和各心理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采用简单线性回归分析和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探索社会支持、人际关系、自尊、自我效能感、焦虑、抑郁与孤独感之间的关系。结果 发放 
问卷 3 338 份，共回收有效问卷 3 105 份，有效率为 93.02%。调查对象中男 3 032 人（97.65%）、女 73 人（2.35%），

年龄 18～55（25.85±5.30）岁。官兵的孤独感得分为 20～69（34.04±9.79）分。不同性别和不同年龄组的官兵孤独

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其中女性官兵的孤独感得分高于男性官兵（P＜0.05），26～33 岁组官兵的孤

独感高于 18～25 岁组（P＜0.05）。官兵的孤独感与人际关系困扰程度、焦虑和抑郁水平均呈正相关（P 均＜0.01），

与社会支持程度、自尊水平和自我效能感均呈负相关（P 均＜0.01）。人际关系困扰程度、焦虑和抑郁水平均对孤独

感有正向预测作用（P 均＜0.01），而社会支持程度、自尊水平和自我效能感则均对孤独感有负向预测作用（P 均＜ 

0.01）。结论 海军官兵中，社会支持、人际关系、自尊、自我效能感、焦虑和抑郁对孤独感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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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lonelines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naval officers and sold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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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lonelines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naval officers and soldiers. 
Methods With simple cluster sampling,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UCLA) loneliness scale,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interpersonal comprehensive diagnostic scale, self-esteem scale, 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general 
anxiety disorder scale 7,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 scale 9 and self-designed demography questionnaire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officers and soldiers in Apr. 2022. Correlations between general demographic variables and psychological 
variables were analyzed by Spearman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Sim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were us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ocial suppor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self-esteem, self-efficacy, anxiety, depression and loneliness. Results A total of 3 338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and  
3 105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with an effective rate of 93.02%. Among the survey subjects, 3 032 (97.65%) 
were male and 73 (2.35%) were female, aged 18-55 (25.85±5.30) years old. The loneliness score of the officers and 
soldiers was 20-69 (34.04±9.79).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loneliness in different gender and age groups (both  
P＜0.05), among which loneliness of the female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males and loneliness of those 
aged 26-33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ose aged 18-25 (both P＜0.05). The loneliness of officers and soldiers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score and anxiety and depression levels (all P＜0.01), and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elf-esteem and self-efficacy (all P＜0.01).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score and 
anxiety and depression levels had significant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s on loneliness (all P＜0.01), while the levels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elf-esteem and self-efficacy had significant negative predictive effects on loneliness (all P＜0.01). 
Conclusion Social suppor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self-esteem, self-efficacy, anxiety and depression have significant 
impacts on loneliness in naval officers and sold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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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感是人类的一种普遍体验，也是一个世界

性的公共健康卫生问题［1］。孤独感通常被定义为

当人们认为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在数量或质量上有

缺陷时所产生的不愉快感觉［2］，它的特点是社会

关系不尽如人意［3］。信息时代下，人们的社交方式

和距离发生了改变，独居、独身的情况变得普遍，

这些新变化令原本短暂的孤独体验可能转变为成长

期持久的孤独感。

国内外已有许多关于孤独感的研究，但研究

对象主要集中在青少年和老年人群体。与一般人

群相比，海军群体由于职业、组织和任务的特殊性

以及工作环境的封闭性，对其孤独感状况的研究不

易开展。研究表明，孤独感与抑郁［4-5］、焦虑［5］、

睡眠障碍［6］、网络成瘾［7］、同伴拒绝与伤害［8］等

心理健康问题和社会心理问题有关。研究指出，孤

独感与低水平的身心健康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有 
关［9］，还可能是自杀意念和自杀企图的重要风险

因素［10］。作为海军中一支特殊的主体力量，水面

舰艇官兵长期离岸进行海上任务，面对艰苦的作业

环境和单调枯燥的任务，加上饮食调节受限、与亲

人和朋友联系不便等，心理上更易感到孤独。关注

水面舰艇官兵的孤独感状况有利于提升军队精神面

貌、保障军队战斗力。因此，有必要对影响水面舰

艇官兵孤独感的因素进行研究。

黄海［11］整理了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心理学

家们从各个角度研究孤独感影响因素的成果，将影

响孤独感的因素归纳为社会环境、人格、认知和人

口学背景等 4 个方面。水面舰艇官兵身处集体中，

社交互动较为频繁，人际关系能否达到预期水平对

其身心状况会产生影响。社会支持的获得对一个

人认知和情绪体验的调节也至关重要［12］。一个人

的自尊以及对自我能力的评估往往会影响其在与

人交往时的表现和体验，较低的自尊在环境变化或

陌生的情境中极易使人们产生暂时性的孤独体验，

而较低的自我效能感可能又会使个体不能适当地调

节自己的情感体验，从而转变为长期性孤独［13］。 
此外，孤独感作为一种负性情绪，对健康的影响不

容忽视。因此，本研究从上述提到的 4 个方面出

发，选取社会支持、人际关系、自尊、自我效能

感、焦虑和抑郁等 6 个心理变量，以海军某部水面

舰艇官兵为调查对象，探索孤独感状况及其影响因

素，为进一步开展孤独感相关研究提供基础数据和

理论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1.1 调查对象 采用简单整群抽样法，于 2022 年 
4 月对海军某部水面舰艇官兵的孤独感水平进行整

体调查。

1.2 研究工具

1.2.1 自编一般人口学问卷 包括个人信息（性

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态、已婚分居情

况、是否为独生子女、有无爱好特长、是否吸烟 /
饮酒、成长期间有无遭遇重大变故等）、家庭情况

（家庭居住地、家庭经济状况、成长家庭状况、父

母受教育程度、家庭关系、近亲中有无心理疾病史

等），以及躯体症状（口腔溃疡症状、胃肠道症状）

和近期心理状况（近 2 周压力感受状况、与战友的

相处关系、疫情对生活的影响程度）。

1.2.2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UCLA）孤独量表 采用 
Russell 等［14］编制的 UCLA 孤独量表评价官兵的

孤独感水平。该量表共 20 个条目，采用 4 级评分 
（1＝从不，2＝很少，3＝有时，4＝经常），其中

9 个条目为反向计分。总分为 20～80 分，量表得

分为所有条目得分之和，得分越高代表被试的孤独

感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

为 0.92。
1.2.3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采用 Zimet 等［15］编制

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评价官兵的社会支持水平。该

量表由 12 个自评项目组成，每项计 1～7 分，“非

常不同意”计 1 分，“非常同意”计 7 分。总分为

12～84 分，量表得分为所有项目得分之和，得分越

高代表被试的社会支持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

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6。
1.2.4 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 采用郑日昌［16］编

写的《大学生心理诊断》一书中收录的人际关系综

合诊断量表评价官兵的人际困扰程度。该量表共

28 道题，分别从交谈、交友、待人接物、与异性

［ Key words ］ loneliness;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self-esteem
［Acad J Naval Med Univ, 2023, 44(4): 499-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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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 4 个方面全面评估被试个体当前的人际状况。

所有问题均为“是”“非”2 种回答：“是”得 1 分， 

“非”得 0 分。总分为各个题目得分之和，得分越

高代表被试受到的人际困扰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

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0。

1.2.5 自尊量表 采用 Rosenberg［17］编制的自尊量

表评价官兵的自尊水平。该量表共 10 个条目，采

用 4 级评分（1＝很不符合，2＝不符合，3＝符合，

4＝非常符合），其中第 3、5、8、9、10 个条目为

反向计分。总分为 10～40 分，量表得分为所有条

目得分之和，得分越高代表被试的自尊水平越高。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8。

1.2.6 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 采用由 Schwarzer 

等［18］编制的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评价官兵的一般

自我效能感。该量表共 10 个条目，采用 4 级评分 

（1＝完全不正确，2＝有点正确，3＝多数正确， 

4＝完全正确）。量表得分为所有项目得分之和，

得分越高说明被试的一般自我效能感越高。本研究

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4。

1.2.7 7 项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general anxiety 

disorder scale 7，GAD-7） 采用 Spitzer 等［19］编制 

的 GAD-7 进行焦虑筛查及症状严重程度的评估。

该量表由 7 个项目组成，每个项目分值为 0～3 分：

0 分表示“从来不会”，3 分表示“几乎每天”。

总分为 0～21 分，量表得分为所有项目得分之和。

根据得分，焦虑状况分为正常（0～4 分）、有焦

虑倾向（5～6 分）、轻度焦虑（7～10 分）、中度

焦虑（11～17 分）、重度焦虑（18～21 分）。本

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2。

1.2.8 9 项患者健康问卷抑郁量表（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 scale 9，PHQ-9） 该 量 表［20］用 于

基层医疗和临床进行抑郁症筛查，由 9 个条目组

成，每个条目分值为 0～3 分，0 分表示“从来不

会”，3 分表示“几乎每天”。总分为 0～27 分，

量表得分为所有条目得分之和。根据得分，抑

郁状况分为正常（0～4 分）、有抑郁倾向（5～ 

7 分）、轻度抑郁（8～14 分）、中度抑郁（15～ 

21 分）、重度抑郁（22～27 分）。本研究中该量

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1。

1.3 统计学处理 应用 SPSS 26.0 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进行共同方法偏

差检验。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 表示，采

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呈偏态分

布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下四分位数，上四分位

数）表示。计数资料以人数和百分数表示。采用

Spearman 相关和 Pearson 相关对一般人口学变量和

各心理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采用简单线性回归分

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探索社会支持、人际关系、

自尊、自我效能感、焦虑、抑郁与孤独感之间的关

系。检验水准（α）为 0.05。

2 结 果

2.1 调查对象的总体情况 共发放问卷3 338份，剔

除缺失和结果不可靠的问卷，回收有效问卷3 105份， 

有效率为 93.02%。年龄为 18～55（25.85±5.30）

岁，男 3 032 人（97.65%）、女 73 人（2.35%）。

2.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UCLA 孤独量表和自尊

量表设置正反计分，有利于控制共同方法偏差问

题。利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进行统计检验，结

果共析出 12 个特征值＞1 的公共因子，其中显示

第一公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28.41%，小于临界标

准（40%），说明本研究的数据不存在明显的共同

方法偏差问题。

2.3 官兵的总体孤独感情况 官兵的孤独感得分

为 20～69（34.04±9.79）分。在性别、年龄、受

教育程度、婚姻状态和已婚分居情况上官兵的孤独

感得分见表 1，结果显示孤独感在不同性别和不同

年龄组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

在不同受教育程度、婚姻状态和已婚分居情况组间

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其中，男

性官兵的孤独感低于女性官兵，26～33 岁组官兵

的孤独感高于 18～25 岁组（P 均＜0.05）。

2.4 官兵的孤独感得分与一般人口学变量之间的

关系 官兵的孤独感得分与性别、年龄、家庭经济

状况（与当地生活水平相比）、家庭关系、成长期

间有无遭遇重大变故、近亲中有无心理疾病史、是

否饮酒、有无爱好特长、口腔溃疡症状、胃肠道症

状（如恶心、腹泻等）存在相关性（P 均＜0.05）；

而与受教育程度、婚姻状态、已婚分居情况、家庭

居住地、父母受教育程度、是否为独生子女、成长

家庭完整与否、是否吸烟无相关性（P 均＞0.05）。

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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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海军水面舰艇官兵的总体孤独感情况

x±s
人口学变量 n 孤独感得分 统计值 P值

性别 6.656 0.010
 男 3 032 33.97±9.75
 女 73 36.96±10.95
年龄/岁 2.585 0.035
 18～25 1 939 33.68±9.65
 26～33 849 34.79±10.06*

 34～41 255 34.59±9.73
 42～49 57 33.19±10.12
 50～55 5 28.80±5.85
受教育程度 1.738 0.139
 初中及以下 5 39.80±9.18
 高中或中专 809 33.69±9.74
 大专 1 462 33.87±9.76
 本科 780 34.59±9.87
 研究生 49 35.59±9.86
婚姻状态 0.560 0.571
 未婚 2 361 33.94±9.83
 已婚 740 34.35±9.62
 离异 4 35.75±17.63
已婚分居情况 0.860 0.354
 分居两地 461 34.10±9.68
 未分居两地 279 34.77±9.52

*P＜0.05 与 18～25 岁年龄组比较．

表 2 海军水面舰艇官兵一般人口学变量与 

孤独感得分的关系

N＝3 105, n (%)

人口学变量 人数及占比 r P值

性别  0.040 ＜0.05
 男 3 032 (97.65)
 女 73 (2.35)
年龄/岁  0.040 ＜0.05
 18～25 1 939 (64.45)
 26～33 849 (27.34)
 34～41 255 (8.21)
 42～49 57 (1.84)
 50～55 5 (0.16)
受教育程度  0.032  0.072
 初中及以下 5 (0.16)
 高中或中专 809 (26.05)
 大专 1 462 (47.09)
 本科 780 (25.12)
 研究生 49 (1.58)
婚姻状态  0.021  0.252
 未婚 2 361 (76.04)
 已婚 740 (23.83)
 离异 4 (0.13)
已婚分居情况 －0.038  0.297
 分居两地 461 (14.85)
 未分居两地 279 (9.00)
家庭居住地  0.009  0.616
 城市 660 (21.26)
 农村 1 518 (48.89)
 县城 468 (15.07)
 乡镇 459 (14.78)

人口学变量 人数及占比 r P值
独生子女  0.020  0.260
 是 1 261 (40.61)
 否 1 844 (59.39)
父亲受教育程度 －0.001  0.943
 初中及以下 1 701 (54.78)
 高中或中专 1 089 (35.07)
 大专 182 (5.86)
 本科 125 (4.03)
 研究生 8 (0.26)
母亲受教育程度  0.032  0.071
 初中及以下 1 926 (62.03)
 高中或中专 938 (30.21)
 大专 149 (4.80)
 本科 87 (2.80)
 研究生 5 (0.16)
成长家庭  0.018  0.318
 家庭完整 2 775 (89.37)
 离异 204 (6.57)
 单亲(指一方去世) 126 (4.06)
家庭经济状况  0.125 ＜0.001
 很好 63 (2.03)
 中上 240 (7.73)
 中等 1 856 (59.77)
 中下 756 (24.35)
 差 190 (6.12)
家庭关系  0.342 ＜0.001
 很好 1988 (64.03)
 中上 829 (26.70)
 中等 253 (8.15)
 中下 24 (0.77)
 差 11 (0.35)
成长期间遭遇重大变故  0.095 ＜0.001
 无 2 827 (91.05)
 有 278 (8.95)
近亲中心理疾病史  0.054 ＜0.01
 无 2 951 (95.04)
 有 154 (4.96)
吸烟 －0.004  0.818
 否 1 488 (47.92)
 是 1 617 (52.08)
饮酒  0.080 ＜0.001
 否 2 435 (78.42)
 是 670 (21.58)
爱好特长 －0.195 ＜0.001
 无 543 (17.49)
 有 2 562 (82.51)
口腔溃疡症状  0.185 ＜0.001
 没有 1 515 (48.79)
 偶尔 1 489 (47.95)
 经常 101 (3.25)
胃肠道症状  0.243 ＜0.001
 没有 2 217 (71.40)
 偶尔 801 (25.80)
 经常 87 (2.80)

官兵近 2 周压力感受状况、与战友相处关系、

疫情对生活的影响程度等均与孤独感得分存在相关

性（P 均＜0.01），见表 3。

续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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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海军水面舰艇官兵近期心理状况与 

孤独感得分的关系

N＝3 105, n (%)

评分
近 2 周压力
感受状况

与战友的
相处关系

疫情对生活的
影响程度

  0 7 (0.23) 2 (0.06) 1 (0.03)
  1 999 (32.17) 80 (2.58) 557 (17.94)
  2 358 (11.53) 38 (1.22) 180 (5.80)
  3 377 (12.14) 30 (0.97) 278 (8.95)
  4 365 (11.76) 26 (0.84) 245 (7.89)
  5 183 (5.89) 33 (1.06) 160 (5.15)
  6 319 (10.27) 115 (3.70) 537 (17.29)
  7 136 (4.38) 90 (2.90) 218 (7.02)
  8 120 (3.86) 205 (6.60) 223 (7.18)
  9 97 (3.12) 570 (18.36) 239 (7.70)
10 17 (0.55) 435 (14.01) 95 (3.06)
11 127 (4.09) 1 481 (47.70) 372 (11.98)
r 0.446** －0.442** 0.299**

**P＜0.01.

2.5 不同心理变量的得分与孤独感得分之间的 
关系 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孤独感与人际

关系困扰程度、焦虑水平和抑郁水平均呈正相关

（P 均＜0.01），与社会支持程度、自尊水平和自

我效能感均呈负相关（P 均＜0.01）。同时，各心

理变量之间也存在相关性（P 均＜0.01）。见表 4。
2.6 官兵孤独感的影响因素 以孤独感得分为因

变量，以社会支持程度、人际关系困扰程度、自尊

水平、自我效能感、焦虑水平、抑郁水平作为自变

量进行简单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人际关系困

扰程度、焦虑和抑郁水平均对孤独感有正向预测作

用（P 均＜0.01），而社会支持程度、自尊水平和

自我效能感则均对孤独感有负向预测作用（P 均＜ 

0.01）。见表 5。

表 5 海军水面舰艇官兵各心理变量对孤独感影响的简单线性回归分析

变量 R2 F 值 β t值
社会支持程度 0.376 1 866.966** －0.576 －43.208**

人际关系困扰程度 0.310 1 391.287** 1.307 37.300**

自尊水平 0.395 2 026.015** －1.623 －45.011**

自我效能感 0.286 1 243.587** －0.792 －35.265**

焦虑水平 0.354 1 698.647** 1.949 41.215**

抑郁水平 0.334 1 553.607** 1.722 39.416**

**P＜0.01. R2：决定系数；β：偏回归系数估计值．

进一步以孤独感得分为因变量，将以上所有心

理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如

表 6 所示。可以看出，社会支持程度、人际关系困

扰程度、自尊水平、自我效能感、焦虑水平、抑郁

水平等 6 个变量全部进入以孤独感得分为因变量的

回归方程，且有着显著的预测力，共解释了孤独感

总变异的 62.4%（F＝855.614，P＜0.01）。

3 讨 论

本研究以海军某部水面舰艇官兵为对象进行

调查，初步探索孤独感状况及相关影响因素。本研

究采用个体自我报告的方法收集数据，可能存在共

同方法偏差的问题。结果显示，海军某部水面舰艇

官兵整体的孤独感得分为（34.04±9.79）分，孤独

感在不同性别和不同年龄组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P 均＜0.05），26～33 岁组官兵的孤独感高于

18～25 岁组（P＜0.05）。相关分析也表明，官兵

的孤独感与性别、年龄等变量相关。一项关于大学

生孤独感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男性大学生的孤独

感得分为（42.89±8.35）分，女性大学生的孤独感

得分为（43.10±7.31）分，且不同年级中大二学生

的孤独感高于大一、大三和大四学生［21］。两者比

较可以看出水面舰艇官兵的孤独感相对大学生群体

较低。在有关孤独感的研究中，性别和年龄经常被

作为背景变量纳入研究［22］。但多数研究聚焦到具

体年龄段，如青少年和老年人群体，这可能是因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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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海军水面舰艇官兵各心理变量得分与孤独感得分的关系

n＝3 105

变量 得分
r

社会支持程度 人际关系困扰程度 自尊水平 自我效能感 焦虑水平 抑郁水平
社会支持程度 70.68±10.42a 1
人际关系困扰程度 1 (0, 4)b －0.384** 1
自尊水平 30.94±3.79a 0.541** －0.386** 1
自我效能感 28.93±6.61a 0.498** －0.354** 0.558** 1
焦虑水平 1 (0, 4)b －0.402** 0.578** －0.414** －0.343** 1
抑郁水平 0 (0, 3)b －0.415** 0.596** －0.424** －0.346** 0.812** 1
孤独感 34.04±9.79a －0.613** 0.556** －0.628** －0.535** 0.595** 0.578**

a: x±s; b: 中位数（下四分位数，上四分位数）. **P＜0.01．



海军军医大学学报　   2023 年 4 月，第 44 卷· 504 ·

同年龄阶段群体所面对的生活事件不同，其孤独感

的研究主题也有所差异［23］。因此，周遭环境发生巨

大变化的大学生在面对新鲜且多变的校园生活时，

可能比部队生活规律可控的官兵遭受更多孤独感。

表 6 海军水面舰艇官兵各心理变量对孤独感影响的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变量 β t值
社会支持程度 －0.228 －17.308**

人际关系困扰程度 0.394 11.680**

自尊水平 －0.656 －17.344**

自我效能感 －0.180 －8.706**

焦虑水平 0.664 10.439**

抑郁水平 0.187 3.164**

**P＜0.01．β：偏回归系数估计值．

关于性别对孤独感的差异性分析，多数研究结

果为女性报告的孤独感更多，也有研究表明男性的

孤独感高于女性［24］，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

女性的自我表露意愿更强，而男性却受到自尊等因

素的影响较少抒发内心的感受，尤其是负面的心理

状况。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女性官兵的孤独感高于

男性官兵，似乎支持了多数研究的结论，但本研究

中的被试多为男性，女性被试较少，关于部队官兵

的孤独感的性别差异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孤独感与官兵近期的心理状况存在相关性 
（P 均＜0.01），提示孤独感的模式可能随持续时

间的长短而不同。研究表明，短期、急性的社会孤

立状态可能会导致人们暂时对社会联系的狭窄关

注，而长期或发展中的孤立状态可能会导致这些适

应性努力关闭，从而使社会退缩和其他非社会动机

出现补偿性变化［25］。

为探究官兵孤独感的影响因素，本研究从环境

方面（如社会支持程度、人际关系）、人格方面

（如自尊、自我效能感）和心理健康方面（如焦

虑、抑郁水平）析出 6 个变量探索其与孤独感之间

的关系［11］。研究发现，社会支持、人际关系、自

尊、自我效能感、焦虑和抑郁与孤独感相关，其中

人际关系困扰程度、焦虑和抑郁与孤独感呈正相

关，社会支持、自尊和自我效能感与孤独感呈负相

关。简单线性回归分析表明，人际关系困扰程度、

焦虑和抑郁水平对孤独感有正向预测作用（P 均＜ 

0.01），而社会支持程度、自尊水平和自我效能感

则对孤独感有负向预测作用（P 均＜0.01），与文

献结果［26-28］基本一致。研究孤独感往往离不开对

个体人际关系网络的讨论，个人的交往需求如果没

有得到满足就可能会产生孤独感［29］，在人际关系

上产生困扰与孤独感呈现出正相关［30］，反过来孤

独感高也会影响个体建立社交关系［29］。

焦虑、抑郁与孤独感之间的密切关系已有大

量研究结果［5,31］支持，提示孤独感对心理健康的影

响值得关注，孤独感与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的相

互作用机制也有深入探究的空间。

人们感知的社会支持与孤独感水平呈负相关，

这一结果不仅在大学生群体中被观察到［32］，同时

也在老年人的孤独感研究中被证明［33］。就本研究

而言，海军水面舰艇官兵感知到的社会支持程度同

样对其孤独感有负向预测作用，而官兵的年龄在

18～55 岁，这可能补充了对中青年这一年龄阶段

的孤独感和感知社会支持的关系的研究。

自尊水平高的个体自我价值感较高［34］。在人际

交往中，对自身价值评估较低的低自尊水平的人可

能会有更多的回避社交活动，进而产生更多的孤独

感［35］，而人际交往能力的强弱和感知到的社会支持

则可能会影响个体的自尊水平和自我效能感［36］。

进一步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社会支

持程度、人际关系困扰程度、自尊水平、自我效能

感、焦虑水平、抑郁水平等 6 个变量全部进入以

孤独感得分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但各心理变量对

孤独感的变异的解释量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这可

能预示着当社会支持、人际关系、自尊、自我效能

感、焦虑和抑郁共同作用于孤独感时，内部关系相

互作用，产生了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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