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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研究 D 型人格对老年人抑郁情绪的影响以及社会支持和心理弹性在二者之间的作用。 方法　 选择 2019
年 5 月至 2020 年 10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心内科门诊、神经内科门诊和心理科门诊就诊的 208 例≥60 岁的

老年患者为研究对象。 采用抑郁情绪自评量表( PHQ-9)、心理弹性量表( CD-RISC)、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SSRS)、D 型人格

量表(DS14)及简明国际神经精神访谈中文版(MINI)进行 D 型人格特征和抑郁情绪调查。 采用 SPSS
 

23. 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

分析。 使用 Pearson 相关分析 D 型人格特征与心理弹性、社会支持和抑郁情绪的相关性,若存在相关则进一步采用 Process 插

件分析社会支持和心理弹性在 D 型人格和抑郁情绪中的中介效应,并用 Bootstrap 法检验中介作用是否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208 例研究对象中,D 型人格组患抑郁障碍的风险是非 D 型人格组的 4. 18 倍(95%CI

 

2. 01~ 8. 69)。 D 型人格可直接影

响抑郁情绪,直接效应值为 3. 83(95%CI
 

1. 60~ 6. 06)。 D 型人格可通过社会支持和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调节抑郁情绪,中介

效应值为 1. 92(95%CI
 

0. 97~ 3. 06)。 具体来看,中介效应主要由三部分组成:通过 D 型人格特征-社会支持-抑郁情绪途径产

生中介效应(效应值是 0. 86,95%CI
 

0. 24 ~ 1. 73);通过 D 型人格特征-心理弹性-抑郁情绪途径产生中介效应(效应值是

0. 81,95%CI
 

0. 19~ 1. 62);通过 D 型人格特征-社会支持-心理弹性-抑郁情绪途径产生中介效应(效应值是 0. 25,95%CI
 

0. 05~ 0. 55)。 结论　 D 型人格是老年人抑郁障碍的危险因素。 D 型人格影响抑郁情绪的机制包括两个部分,一是直接效应,
二是通过社会支持 / 心理弹性 / 社会支持-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调节抑郁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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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type
 

D
 

personality
 

on
 

depression
 

in
 

the
 

elderly
 

and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social
 

support
 

and
 

resilience
 

between
 

them.
 

Methods　 A
 

total
 

of
 

208
 

elderly
 

patients
 

aged
 

60
 

and
 

above
 

admitted
 

in
 

the
 

outpatient
 

Depart-
ments

 

of
 

Cardiology,
 

Neurology
 

and
 

Psychology
 

of
 

the
 

First
 

Medical
 

Center
 

of
 

Chinese
 

PLA
 

General
 

Hospital
 

were
 

recruited
 

in
 

this
 

study.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PHQ-9),
 

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
 

type
 

D
 

personality
 

scale-14( DS14)
 

and
 

mini-international
 

neuropsychiatric
 

interview( MINI)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ype
 

D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and
 

depression.
 

The
 

data
 

was
 

analyzed
 

with
 

SPSS
 

statistics
 

23. 0.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of
 

type
 

D
 

personality,
 

resilience,
 

social
 

support
 

and
 

depression.
 

For
 

the
 

correlation,
 

process
 

Plug-in
 

was
 

applied
 

to
 

analyz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ocial
 

support
 

and
 

resilience
 

in
 

type
 

D
 

personality
 

and
 

depression,
 

and
 

Bootstrap
 

method
 

was
 

adopted
 

to
 

test
 

whether
 

the
 

mediating
 

effect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esults　 Among
 

the
 

total
 

of
 

208
 

subjects,
 

the
 

risk
 

of
 

depressive
 

disorder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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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s
 

with
 

type
 

D
 

personality
 

was
 

4. 18
 

times
 

higher
 

than
 

that
 

of
 

those
 

without
 

(95%
 

CI
 

2. 01-8. 69).
 

Type
 

D
 

personality
 

could
 

directly
 

affect
 

depressive
 

symptoms,
 

with
 

a
 

direct
 

effect
 

value
 

of
 

3. 83
 

( 95%
 

CI
 

1. 60 - 6. 06).
 

Type
 

D
 

personality
 

could
 

regulate
 

depression
 

through
 

social
 

support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with
 

a
 

mediating
 

effect
 

value
 

of
 

1. 92
 

(95%
 

CI
 

0. 97-3. 06).
 

Specific-
ally,

 

the
 

mediating
 

effect
 

was
 

mainly
 

composed
 

of
 

3
 

parts:
 

the
 

mediating
 

effect
 

value
 

of
 

type
 

D
 

personality-social
 

support-depression
 

was
 

0. 86
 

( 95%
 

CI
 

0. 24- 1. 73);
 

type
 

D
 

personality-resilience-depression
 

was
 

0. 81
 

( 95%
 

CI
 

0. 19- 1. 62),
 

and
 

that
 

of
 

type
 

D
 

personality-social
 

support-resilience-depression
 

was
 

0. 25
 

(95%
 

CI
 

0. 05-0. 55).
 

Conclusion　 Type
 

D
 

personality
 

is
 

a
 

risk
 

factor
 

for
 

depression
 

in
 

the
 

elderly.
 

Its
 

mechanism
 

includes
 

2
 

parts,
 

direct
 

effect
 

and
 

mediating
 

effects
 

of
 

social
 

support / resilience / social
 

support-resil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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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龄化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2015 至 2050 年,全
世界成年人中老年人的比例估计将增加一倍,从 12%
增加到 22%[1] 。 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老龄化

速度更快。 2016 年,我国≥60 岁人口超过 2. 3 亿,
到 2050 年将进一步增加到 4. 8 亿[2] 。 老年人面临

着特殊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挑战,然而我国老年人的

心理健康状况尚未得到充分研究。 抑郁症是最常见

的精神疾病之一,影响全世界约 7%的老年人口[3] ,
威胁众多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

从心理社会因素角度探讨老年抑郁情绪的相关

影响因素及相互作用,可以为疾病早期干预提供帮

助,减轻家庭和社会负担。 抑郁情绪的易感性及发

生、发展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中一个就是个性特

征。 D 型人格( type
 

D
 

personality)又称心理忧伤人

格,是指同时具有高水平的消极情感和高水平的社

交抑制的个性特征,D 型人格的个体能够感知到更

多的焦虑、抑郁和愤怒等情绪[4] 。 除此之外,研究

也证实心理弹性、社会支持等与抑郁情绪显著相关。
D 型人格个体可能是由于个性与其他心理社会因素

的相互作用,影响个体对环境的反应和适应,进而出

现情绪问题。 但这些因素如何相互作用以影响情绪

目前尚不清楚。 本研究通过调查门诊老年患者的抑

郁情绪、D 型人格特征、心理弹性及社会支持情况,
探讨老年患者抑郁情绪与 D 型人格特征的相关性,
以及心理弹性和社会支持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为改

善老年患者的抑郁情绪提供新的思路,进而采取有

效措施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1　 对象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选择 2019 年 5 月至 2020 年 10 月在解放军总

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心内科门诊、神经内科门诊和心

理科门诊就诊的 208 例≥60 岁老年人为研究对象,
男女不限,意识清楚、无严重的听力障碍和交流障

碍,能独立回答问题并取得知情同意。 排除因精神、
躯体功能严重障碍等不能完成调查的就诊者。
1. 2　 方法

1. 2. 1　 一般资料调查　 调查研究对象的人口社会

学资料,包括年龄、性别、民族、婚姻、职业、文化程

度、家庭经济状况。
1. 2. 2　 抑郁情绪自评量表　 患者健康问卷抑郁症

状群量表(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
 

PHQ-9) [5] 分

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评估过去 2 周抑郁症状的发生

频率;第二部分评估社会功能受损情况。 PHQ-9 用

于评估抑郁症状严重程度,0 ~ 4 分可能没有抑郁症

状,5 ~ 9 分为可能有轻微抑郁症状,10 ~ 14 分为

可能有中度抑郁症状,15 ~ 19 分为中重度抑郁症

状,20 ~ 27 分为可能有重度抑郁症状。 其总量表的

内部一致性系数>0. 8,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1. 2. 3 　 心理弹性量表 　 心理弹性量表 ( Connor-
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 [6] 是用于评估

心理弹性水平的自我评定量表。 采用 5 级评分法,
0 ~ 4 分分别表示完全不是这样、很少这样、有时这

样、经常这样、几乎总是这样。 包含 3 个因子,即坚

韧性、力量和乐观性。 该量表在不同人群中具有良

好的信度和效度,应用广泛。
1. 2. 4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SSRS) [7]包括客观支持、
主观支持和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三个维度,能较好

地反应个体的社会支持水平。 得分越高,表示社会

支持越好。 该量表 Cronbach
 

α 系数为 0. 896,三个

维度与总量表的相关系数为 0. 724 ~ 0. 835,信度及

内容效度较高。
1. 2. 5　 D 型人格量表　 D 型人格量表(type

 

D
 

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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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ality
 

scale-14,DS14) [8] 包括负性情感和社交抑制

两个维度。 DS14 中文版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和内部

一致性,负性情感和社交压抑两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

系数分别为 0. 92 和 0. 79。 DS14 中文版是测量个体

消极情感和社交压抑倾向的有效工具,可用于鉴别具

有 D 型人格的高危人群,负性情感和社交抑制两个维

度得分同时>10 分者被认为具有 D 型人格特征。
1. 2. 6　 简明国际神经精神访谈　 简明国际神经精

神访谈( mini-international
 

neuropsychiatric
 

interview,
 

MINI)中文版[9] 是一个简单、有效和可靠的定式访

谈工具,主要用于筛查和诊断 16 种轴Ⅰ精神疾病和

一种人格障碍。 该访谈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和研究者

间一致性,已经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广泛用于临床试

验和临床实践。 本研究采用 MINI 评估研究对象是

否符合抑郁障碍的诊断。
1. 3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23. 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量

资料用均数±标准差( x±s)表示,各变量间的相关性

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采用 Process 插件分析 D 型

人格特征、心理弹性、社会支持和抑郁情绪的链式中

介作用。 为了控制混杂因素对结果潜在的影响,在
相关分析和中介分析时均将年龄、性别、年收入作为

协变量进行分析。 采用 Bootstrap 法检验中介作用,
样本量选择 5 000,设置 95%的置信区间,若置信区

间不包含 0,则提示中介效应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 1　 患者一般资料及 D 型人格与抑郁障碍的分布

情况

　 　 208 例患者中,男性 81 例,女性 127 例,年龄

60~87(68. 46±6. 14)岁。 其中 D 型人格患者 39 例,
非 D 型人格患者 169 例;抑郁障碍患者 54 例,非抑

郁障碍患者 154 例(表 1)。 D 型人格与抑郁障碍存

在显著相关性( χ2 = 16. 01,P< 0. 001),进一步分析

显示,D 型人格患者患抑郁障碍的风险是非 D 型人

格的 4. 18 倍(OR= 4. 18,95%CI
 

2. 01 ~ 8. 69)。
 

表 1　 老年人患者 D 型人格与抑郁障碍的分布情况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type
 

D
 

personality
 

and
 

depression
in

 

elderly
 

patients (n)

Group Depression Non-depression Total

Type
 

D
 

personality 20 19 39
Non-type

 

D
 

personality 34 135 169
Total 54 154 208

2. 2　 患者 D 型人格、心理弹性、社会支持和抑郁

情绪的相关性分析

　 　 采用 PHQ-9 评估门诊老年人抑郁情绪,其中

100 例得分为 0 ~ 4 分,45 例得分为 5 ~ 9 分,28 例得

分为 10 ~ 14 分,
 

25 例得分为 15 ~ 19 分,10 例得分

为 20 ~ 27 分。 患者抑郁情绪与 D 型人格特征呈显

著正相关,与心理弹性、社会支持呈显著负相关(P<
0. 001)。 D 型人格特征与心理弹性和社会支持两

两显著相关(表 2)。

表 2　 老年患者 D 型人格特征、心理弹性、社会支持和

抑郁情绪的相关性分析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type
 

D
 

personality,
 

resilience,
 

social
 

support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in
 

elderly
 

patients

Variable Mean±SD
Type

 

D
 

personality
( r)

Social
 

support
( r)

Resilience
( r)

Social
 

support 37. 34±8. 17　 -0. 26∗

Resilience 60. 75±20. 81 -0. 31∗ 0. 35∗

Depressive
 

6. 92±6. 56 0. 35∗ -0. 33∗ -0. 35∗

　 symptoms

∗P<0. 001.

2. 3　 社会支持和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

　 　 将年龄、性别和年收入作为控制变量,进行抑郁

情绪与 D 型人格特征的多元层次回归。 D 型人格

可显著预测社会支持(F = 4. 69,P = 0. 001);D 型人

格和社会支持可显著预测心理弹性(F = 9. 73,P<
0. 001);D 型人格、社会支持和心理弹性可显著预

测抑郁情绪(F= 11. 38,P<0. 001;表 3)。
基于以上结果,将 D 型人格特征作为自变量,

抑郁情绪作为因变量,社会支持和心理弹性作为中

介变量,采用链式中介效应分析进一步探索四者之

间的关系。 中介效应的分析结果表明,社会支持和

心理弹性在 D 型人格特征和抑郁情绪中起部分中

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 1. 92(表 4,图 1)。 具体来

看,中介效应由三条路径产生的间接效应组成:通过

D 型人格特征-社会支持-抑郁情绪途径产生的中

介效应(效应值为 0. 86);通过 D 型人格特征-心理

弹性-抑郁情绪途径产生的中介效应 (效应值为

0. 81);通过 D 型人格特征-社会支持-心理弹性-抑
郁情绪途径产生的中介效应(效应值为 0. 25)。 经

Bootstrap 方法检验,其 95%CI 均不包括 0,表明这三

条中介效应均达到显著性水平。 除了社会支持-心
理弹性的中介效应外,D 型人格特征对老年人抑郁

情绪也有直接的作用,直接效应值为 3. 83,达到显

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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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老年患者抑郁情绪与 D 型人格特征的多元层次回归分析

Table
 

3　 Multiple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of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type
 

D
 

personality
 

in
 

elderly
 

patients

Dependent
 

variable Independent
 

variable Regression
 

coefficient β t P1 R2 F P2

Social
 

support 0. 09 4. 69 0. 001
Age -0. 77 -0. 76 0. 453
Gender 0. 56 0. 47 0. 638
Annual

 

income 1. 82 2. 17 0. 029
Type

 

D
 

personality -5. 48 -3. 71 <0. 001
Resilience 0. 20 9. 73 <0. 001

Age -3. 76 -1. 54 0. 121
Gender -2. 14 -0. 74 0. 462
Annual

 

income 2. 93 1. 45 0. 147
Type

 

D
 

personality -12. 81 -3. 52 <0. 001
Social

 

support 0. 71 4. 16 <0. 001
Depressive

 

symptoms 0. 26 11. 38 <0. 001
Age 0. 28 0. 38 0. 701
Gender 2. 48 2. 86 0. 005
Annual

 

income 0. 20 0. 32 0. 752
Type

 

D
 

personality 3. 83 3. 39 <0. 001
Social

 

support -0. 16 -2. 93 0. 004
Resilience -0. 06 -2. 92 0. 004

P1 :
 

P
 

value
 

of
 

coefficients
 

in
 

regression
 

model;
 

P2 :
 

P
 

value
 

of
 

the
 

regression
 

model.

表 4　 心理弹性和社会支持对 D 型人格特征和

老年患者抑郁情绪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

Table
 

4　 Chain
 

mediating
 

effects
 

of
 

resilience
 

and
 

social
 

support
 

on
 

type
 

D
 

personality
 

and
 

depression
 

in
 

elderly
 

patients

Variable
Effect

 

size
Boot

 

SE
Lower

 

boot
 

CI
Upper

 

boot
 

CI
Direct

 

effect
 

size 3. 83 1. 13 1. 60 6. 06
Total

 

indirect
 

effect
 

size 1. 92 0. 54 0. 97 3. 06
　 Social

 

support 0. 86 0. 39 0. 24 1. 73
　 Resilience 0. 81 0. 37 0. 19 1. 62
　 Social

 

support∗
 

Resilience 0. 25 0. 13 0. 05 0. 55
Total

 

effect
 

size 5. 75 1. 12 3. 55 7. 96

Boot
 

SE,
 

lower
 

boot
 

CI,
 

upper
 

boot
 

CI
 

refer
 

to
 

the
 

standard
 

error,
 

the
 

lower
 

and
 

upper
 

limit
 

of
 

95%
 

confidence
 

interval
 

estimated
 

by
 

bootstrap
 

method,
 

respectively.
 

Social
 

support ∗Resilience:
 

the
 

interaction
 

of
 

social
 

support
 

and
 

resilience.

图 1　 老年患者 D 型人格特征与抑郁情绪链式中介模型图

Figure
 

1　 Chain
 

mediating
 

model
 

of
 

type
 

D
 

personality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in
 

elderly
 

patients
∗P<0. 01,

 ∗∗P<0. 001.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D 型人格是老年人抑郁障碍

的危险因素,
 

D 型人格患者患抑郁障碍的风险是

非 D 型人格患者的 4. 18 倍。 D 型人格影响抑郁

情绪的机制包括两部分:(1) D 型人格特征可直接

影响抑郁情绪;( 2) D 型人格特征可通过社会支

持、心理弹性或社会支持-心理弹性的链式中介作

用来调节抑郁情绪。
　 　 老年人由于自身衰老而带来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压

力,社会角色也发生极大转变,容易出现抑郁等心理问

题。 本研究发现 D 型人格是老年抑郁障碍的危险因

素,既往研究也证实了 D 型人格与抑郁症状有很强的

相关性。 D 型人格特征以消极情感和社会抑制为特

征,已被证明与躯体和心理健康状况及各种心血管病

患者的死亡率增加相关。 具有这种性格特征的患者会

经历更高程度的焦虑和抑郁情绪,可能在于其不与他

人分享这些情感[10] 。 还有什么其他因素驱动了抑郁

症状和 D 型人格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
本研究结果显示,抑郁情绪重的个体获得的社

会支持更差,同时具有 D 型人格特征的个体可以通

过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调节抑郁情绪,与既往研究

一致。 可能的原因是 D 型人格特征的个体具有社

会抑制特点,这类人在社会交往中压抑自己对情感

和行为的表达,体验到更高水平的社会疏离感,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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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社交退缩特点,反过来,D 型人格者的这些特点

可能会导致其得到的社会支持减少,对社会支持的

利用度低[11] 。 因此,与非 D 型人格相比,D 型人格

更容易受到压力事件的影响,也不太可能寻求外界

的帮助或支持,这些因素导致了社会支持可能是 D
型人格与抑郁情绪发生间的中介因素。

本研究结果也提示心理弹性是 D 型人格特征和

抑郁情绪的中介因素。 心理弹性是个体在面临逆境、
创伤、悲剧、威胁、艰辛及其他生活重压下能够良好适

应的“反弹能力” [12] 。 D 型人格在消极情感方面,不
仅感受到烦躁、紧张、无缘无故的担心,而且对自我抱

有消极观念,对负性刺激更敏感。 具有消极情感的个

体倾向于体验痛苦、焦虑和担忧情绪,导致克服或适

应应激事件的能力降低。 因此拥有 D 型人格特征的

个体心理弹性较低,即克服压力或逆境并成功适应的

积极能力降低,从而更容易感到抑郁。
链式中介比传统的简单中介更能提示预测变量

和结果变量之间关系的复杂机制问题,因而能更深

入地探讨预测变量和结果变量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

发现 D 型人格特征可以通过社会支持-心理弹性的

链式中介作用来调节抑郁情绪,即 D 型人格特征通

过作用于社会支持,进而影响心理弹性来调节抑郁

情绪。 心理弹性并不是天生的,是在不断变化和具

有挑战性的环境中积极适应和个人成长,它可以被

创造、维持或消灭[13] 。 个人资源(如社会支持) 越

丰富,个体的心理弹性就越高。 心理弹性高的个体

能更好地适应外界环境,在面对同样的创伤事件时

会经历较少的消极心理过程,可以灵活地针对特定

情况使用各种应对措施,提高生活满意度。 有研究

显示个体能通过利用心理弹性来减轻心理压力及其

所带来的负面情绪。
综上所述,D 型人格是老年抑郁障碍的危险因

素,D 型人格可以直接影响老年抑郁情绪,也可以通

过社会支持-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来影响抑郁情绪。
考虑到 D 型人格特征结构的稳定性,研究者们把注意

力集中在个体的适应能力上,以改善 D 型人格的负面

影响[14] 。 基于以上结果,我们一方面可以提供更多

的社会支持改善老年人抑郁情绪,另一方面可以通过

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等方法训练提高个体的心理弹

性,从而促进个体拥有更健康和稳定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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