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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中国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与“9073”养老格局的现实背景下，空巢老人面临的孤独感问题已成为其居家养

老的严重困扰。越来越多的园艺疗法研究开始致力于干预空巢老人的孤独感问题。聚焦园艺疗法的重要领

域——居家植物陪伴，通过问卷调查分别测量空巢老人的居家植物陪伴、心理韧性、自我效能感与孤独感的

水平，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中介作用分析揭示居家植物陪伴减轻空巢老人孤独感的心理机制。研究结果发现：

当加入“心理韧性—自我效能感”链式中介变量后，居家植物陪伴减轻空巢老人孤独感的直接作用不再显著，

但间接作用开始显著，并呈现完全中介作用，即居家植物陪伴能够增强空巢老人的心理韧性，进而提升其自

我效能感，最终降低其孤独感。研究结果作为新的证据支持非人类陪伴的心理疗愈作用，对面向空巢老人制

定养老政策与推广居家园艺疗法，并以有效且低成本的方式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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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 deepening aging population and the “9073” elderly care framework in China, loneliness has emerged 

as a serious concern for empty nesters seeking to age in place. Horticultural therapy has increasingly been employed to address 

this issue. This study focuses on home-based plant companionship, a key aspect of horticultural therapy. Using a question-

naire-based survey, we measured levels of home-based plant companionship,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self-efficacy, and loneli-

ness, and applie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o analyze mediation effect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when the chain mediation 

variables of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 self-efficacy” are included, the direct effect of home-based plant companionship on 

reducing loneliness becomes non-significant, while its indirect effect is significant, demonstrating full mediation. Specifically, 

home-based plant companionship enhances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which subsequently improves self-efficacy, ultimately 

reducing loneliness.  The findings provide new evidence supporting the psychological therapeutic effects of non-human com-

panionship and have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policy-making, policy-making and the promotion of home-based horticultural 

therapy as an effective and low-cost approach to improving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empty ne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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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9073”

养老格局目标实现过程中的现实问题日益突

显，其中空巢老人在居家养老环境中的孤独

感干预成为迫切需要攻克的瓶颈。2020年，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约有

1.47亿空巢老人，占60岁以上人口的56%[1]。

《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显示，24.78%的

老年人有不同程度的孤独感，其中1.40%的老

年人有严重孤独感，空巢老人中有严重孤独

感的比例高达5.12%[2]。孤独感与一系列健康

问题密切相关，例如焦虑、抑郁、失眠、炎

症、心血管疾病、中风、失智，甚至导致死

亡。尽管诸多心理干预研究关注空巢老人孤

独感，但较少涉及真实居家养老环境中的这

一问题。同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

关注自然疗愈，尤其是园艺疗法在提供心理

慰藉方面的作用[3-10]。以植物相关活动为特

征的园艺疗法，其助益人类心理健康的作用

已被大量证实。植物陪伴，作为园艺疗法的

核心，日益成为一种减轻老年人孤独感的有

效方式。特别是在居家养老环境中，种花成

为空巢老人减轻孤独感的重要途径之一。然

而，居家植物陪伴通过何种心理机制减轻空

巢老人孤独感？依然缺乏深入研究。

如果将居家植物陪伴减轻空巢老人孤

独感的过程视为积极心理的塑造过程，那

么其中的心理机制不难假设与Luthans等提出

的心理资本理论相关联。心理资本包括心理

韧性、自我效能感、乐观与希望等4个核心

维度，而其中心理韧性、自我效能感各自与

老年人孤独感的关系得到大量实证 [11-15]，但

将两个变量关联对孤独感进行影响研究仍旧

缺乏。因此，本研究聚焦以“心理韧性—自

我效能感”为链式中介作用的心理机制，即

深入挖掘“居家植物陪伴—心理韧性—自我

效能感—空巢老人孤独感”这4个变量之间

如同链条一样的效应关系，而非探明“居家

植物陪伴—心理韧性—空巢老人孤独感”或

“居家植物陪伴—自我效能感—空巢老人孤

独感”这3个变量之间的简单中介关系。

本研究通过揭示心理韧性与自我效能感

在居家植物陪伴减轻空巢老人孤独感中的链

式中介作用机制，支持非人类陪伴的心理疗

愈功能，旨在拓展园艺疗法、积极心理学、

老年心理学等学科的知识边界；同时为老龄

政策制定者与园艺疗法师根据植物陪伴、心

理韧性、自我效能感对孤独感的不同作用，

制定提升空巢老人心理健康水平的养老政策

与居家园艺疗法方案提供有效参考。

1 文献综述、研究假设与概念模型

1.1 植物陪伴对孤独感的影响

对人类来说，陪伴的需求是天生的 [16]，

特别是对子女不在身边的空巢老人而言。尽

管既有研究探讨了社会支持对孤独感的负向

影响 [17]，但是陪伴比社会支持更能抚慰人类

的孤独心理 [18]。人类陪伴者是最常见的情感

给予方，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伴

侣动物 [19]、电子宠物 [20]等非人类陪伴者的心

理疗愈功能，而以植物为核心要素的园艺疗

法对孤独感的减轻作用也逐渐得到关注 [3–10]。

园艺疗法是一种通过与植物相关的活动，例

如播种、浇水、施肥、修剪、收获等过程来

提升健康水平的自然疗愈方式 [21]。在这个过

程中，植物与人是两大主体，两者之间的互

动是促进健康、获得疗愈的关键。

在植物因素方面，植物种类越多，人类

的心理健康水平越高 [22]。已有相关研究显示，

植物多样性越高，人类将会拥有更高的自评

健康水平 [23]。虽然目前对植物与孤独感之间

直接关系的研究较少，但是孤独感是人类

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之密切相关 [24]，因

此可以推测植物种类越多、数量越多，孤独

感越低。上述关于植物因素与人类健康之间

的关系研究是基于大尺度的、宏观的调研数

据进行的分析，而在中观的园艺疗法干预研

究中，往往将园艺疗法活动作为整体进行分

析，较少关注每次活动中运用的植物种类和

数量。

在人因素方面，每周1～2次、每次1～2 h[3-10]

的园艺疗法活动有效减轻老年人的孤独感，

这种效果在持续4周[3]、5周[4]、7周[5]、8周[6-7]、

9周 [8]、10周 [9]、53周 [10]的时长后均出现显著性。

由此可见，与植物互动越积极，孤独感越

低。受限于人力、物力、财力，园艺疗法干

预研究的频率与时长往往受到限制，但是处

于真实居家养老环境中的空巢老人，与植物

互动的频率与时长要远远大于上述的干预研

究。相较社区或机构养老环境中的园艺疗法，

居家养老环境中的空巢老人更能自由地选购、

摆放与种养植物，而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因此更能从植物陪伴中减轻孤独感。

1.2 植物陪伴、自我效能感与孤独感之间的

关系

自我效能感是Bandura[25]提出的概念，指

人们对自己实现特定领域行为目标所需能力

的信心或信念。个体行为的结果（成或败）、

情绪、生理状态对自我效能感的形成密切相

关。居家植物种养难度较低，同时植物生长

变化容易带来成就感，因此能够促进积极情

绪、提升健康水平，进而提高自我效能感。

已有研究表明园艺疗法能够正向影响参与者

的自我效能感 [26]。老年人参与园艺疗法越积

极，其生理与心理状态越好 [27]，这能够提升

其自我效能感。反之，行动能力受损的老年

人，其健康风险越高 [28]，自我效能感因此降

低 [29]。其中，无法与自然互动可能在这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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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来自认知神经科学

的证据表明，大脑扣带皮层对自我效能感的

形成起着关键作用，而接触自然的生理响应

机制被证明与扣带皮层紧密相关 [30]，这从生

理学角度证实了植物陪伴提升自我效能感的

内在机制。

提升自我效能感能够降低孤独感。自

我效能感影响动机与行为，进而决定个体是

否改变不良习惯、维持良好习惯，并决定个

体是否能够尽快走出困境。对于空巢老人而

言，由于空巢而带来的孤独感是其不得不面

临的现实困境，而怀揣对未来幸福生活的信

心、保持与自然接触的良好习惯，能够帮助

空巢老人维持较高水平的自我效能感，进而

有利于其减轻孤独感。自我效能感负向影响

孤独感，这一关系已经在老年人中得到诸多

实证 [12-15]。特别是在居家养老环境中，获得

外界的社会支持较为困难，空巢老人在日常

生活中更容易陷入心理困境，产生孤独感。

而自我效能感能够帮助空巢老人掌控生活，

更好地战胜对不确定未来的恐惧，降低其由

于孤独感造成的生存风险 [31]。

本文认为，自我效能感在居家植物陪伴

减轻空巢老人孤独感中起中介作用，居家植

物陪伴水平越高的空巢老人拥有更高的自我

效能感，进而获得更低的孤独感。

1.3 心理韧性与自我效能感的链式中介作用

在积极心理学中，心理资本被看作是个

体的自我知觉、工作态度以及对生活的一般

看法。园艺疗法活动可以提高适应力、乐观

度以及生活幸福感 [32]，因此可以将居家植物

陪伴视为增加心理资本的一种方式。根据心

理资本概念，心理韧性与自我效能感是其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心理韧性是指在生活中，

通过心理、情绪与行为上的灵活性，以及对

外部与内部需求的调整，成功适应困难或挑

战性经历的过程及结果 [33]。自我效能感除了

单独在居家植物陪伴减轻空巢老人孤独感中

存在中介作用外，还可能与居家植物陪伴之

间存在心理韧性这一中介变量，并通过与心

理韧性共同形成链式中介作用，即心理资本

在其中起中介作用。

园艺疗法能够对心理健康产生积极影

响 [34]，是重要的心理资本增加途径。而心理

资本已被证实负向影响孤独感 [35]。在园艺疗

法过程中，参与者观察植物细节特征等同于

正念练习，处理植物枯萎及病虫害问题能够

提高其适应心理逆境的能力，可控的与植物

互动的环境使其具有安全感，而园艺疗法增

强心理韧性的作用的确已被证实 [36]。根据自

我效能理论，高心理韧性者在面对困难时更

有可能坚持行动，进而强化自我效能感；低

心理韧性者则更倾向于避免困难，进而弱化

自我效能感。近年来，实证研究已发现心理

韧性正向影响自我效能感 [37]。基于上文对自

我效能感与孤独感关系的论证，由此推断，

心理韧性可能受植物陪伴的正向影响，并正

向影响自我效能感，进而负向影响孤独感。

本文认为，在居家养老环境中，心理韧

性与自我效能感可能在植物陪伴减轻孤独感

中起链式中介作用，形成“居家植物陪伴—

心理韧性—自我效能感—空巢老人孤独感”4

个变量之间的关系链条，即居家植物陪伴能

够通过增强心理韧性，进而提升自我效能感，

最终减轻空巢老人孤独感。

1.4 研究假设与概念模型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三个假设：H1

居家植物陪伴显著负向影响空巢老人孤独感；

H2自我效能感在居家植物陪伴显著负向影响

空巢老人孤独感中起中介作用；H3居家植物

陪伴可以通过心理韧性与自我效能感的链式

中介作用显著负向影响空巢老人孤独感。研

究提出概念模型见图1。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工具

2.1.1 居家植物陪伴

鉴于目前没有成熟的居家植物陪伴量

表，因此本研究结合园艺疗法既有研究，梳

理核心的植物因素与人因素，编制量表。量

表共计4题，分别询问空巢老人居家植物陪

伴种类、数量，每周植物种养频率、时长，

图1   概念模型 
Fig. 1   Conceptual mode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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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4点计分方式，选项分别为“0盆、1盆、

2～4盆、5盆及以上”“0种、1种、2～4种、

5种及以上”“0次、1次、2～4次、5次及以

上”“0 h、1 h、2～4 h、5 h及以上”。根据有

效问卷数据分析，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

0.733，KMO值为0.610，Bartlett球形检验χ2＝

287.477、自由度df＝6、显著性水平p＜0.001，

具有较高的信效度。

2.1.2 空巢老人孤独感

选用肖蓉等 [38]翻译修订的中文版《6条

目洛��加�大学孤独感量表》（ULS-6）测

量空巢老人的孤独感水平。量表共计6题，

采用4点计分方式，选项分别为“从不、�

少、有时、一直”。该量表在中国成年人中

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1、分�信度为

0.875、重测信度为0.726，与UCLA孤独感量

表、ULS-8孤独感量表的效标相关系数分别为

0.882、0.967[38]。

2.1.3 心理韧性

选用�增�等 [39]翻译修订的中文版《10

条目简易心理�性量表》（CD-RISC-10）测量空

巢老人的心理韧性水平。量表共计10题，采

用5点计分方式，选项分别为“从来不、�

少、有时、经常、一直如此”。该量表在中

国社区老年人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37、

重测信度为0.974，结构效度、内容效度均

较高 [40]。

2.1.4 自我效能感

选用��康等 [41]翻译修订的中文版《一

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测量空巢老人的

自我效能感水平。量表共计10题，采用4点

计分方式，选项分别为“�全不�合、不�

合、�合、�全�合”。该量表在中国老年

人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71、分�信度为

0.828，结构效度较高 [42]。

2.2 问卷收集

问卷通过�上随机发放与�下��发

放，均依�Credamo平�进行。�上随机��

受�者时间为2024年7�22日–8�5日，�

上、�下问卷发放时间为2024年8�12日–9

�12日。�对�上发放，在Credamo数据�

�发放以人口学信��计为内容的受�者�

�问卷，��并�选出110�60周岁及以上

的空巢老人并将其�入本研究样本�。通过

样本��确�放，共计发放110�问卷，�

收101�有效问卷。�上问卷有效�收率为

91.8%。�对�下发放，在安�10个随机选�

的居�区�近��老年人，对60周岁及以上

的空巢老人进行问卷调查。��者将平�电

脑链接�机�点联�并��Credamo平�。受

�者直接在平�电脑上点选作�，以提升作

�与后�数据整理的效率与�确度。�下共

计发放143�问卷，�收143�有效问卷。�

下问卷有效�收率为100%。�上、�下共计

�收有效问卷244�，��结构方程模型分

析的样本量要求。

2.3 数据分析

问卷信度检验采用可�性分析计�

Cronbach's α系数，效度检验采用收�效度

分析与区分效度分析。共同方法��检验采

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中介效应检验采用

Bootstrap法。所有数据分析过程使用 IBM SPSS 

Statistics 30.0与Amos 26.0�成。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相同的数据收�方法、题项本身特

征、受�者反应倾向等，共同方法��作

为一种系���在实证研究中普�存在。本

文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对4个量表题

项进行未��的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

示第一个主成分��的变�为31.15%，�于

40%，未出现单个因子���大部分变�的

情�，因此�定共同方法��在本研究中可

以被接受。

3.2 描述性统计分析

有效问卷样本的性别、年龄、学历、养

老�、家�结构等社会人口因素的�述性�

计如图2。性别比例均等，�女各占50.00%；

年龄�中在65～74周岁，占65.57%，高龄受

�者比例较少；受��水平以高中为界，�

现近�1�1分�；�过一�的受�者每�养

老�低于5 000�，占52.46%；家�结构以�

�同居为主，独居空巢老人的比例为9.84%。

整体而言，有效样本人口�计学特征具有较

好�表性。此外，受�者孤独感水平的平均

值为11.18�3.50（x-�s），最�值为6.00，最大

值为23.00。

3.3 信效度检验

对有效问卷中的植物陪伴量表、CD-RISC-10

心理韧性量表、GSES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

ULS-6孤独感量表4个量表中各自题项的标�

化因子��进行分析，发现所有题项均大于

0.5；4个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733、

0.871、0.849、0.850，均在0.7～0.9，通过信

度检验。因此，对所有题项进行保�。

对居家植物陪伴、心理韧性、自我效

能感、空巢老人孤独感等4个构面进行收�

效度分析，得出所有构面的组合信度CR均

在0.781～0.873，平均方�提�率AVE均在

0.370～0.679，��CR大于0.7，AVE大于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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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由于�值均在可接受��内，因此

这4个构面均具有可接受的收�效度。每个

构面的CR均大于0.7，表明各观测变量能够测

出理论的�在变量，同时每一个构面的AVE

大于构面相关系数的平方值，表明构面之间

具有区分效度（表1）。

3.4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度

结构方程模型所��的模型�合度指标

一般包括：χ2、df、χ2/df、RMSEA、GFI、AGFI、

NFI、CFI。经过分析发现，本文的模型�合度

较良好（表2）。

3.5 中介效应分析

Hayes提出，采用Bootstrap法进行中介效

应检验时，对�样本的重��样次数至少

需要1 000次。而本文采用的重��样次数

为5 000次，�合Hayes提出的�则。间接效

应成�的条�为Bootstrap检验95%�信区间

不包�0。本文结构方程模型的�效应95%

�信区间下限为-1.077，上限为-0.183，不包

�0，表明�效应显著。“居家植物陪伴—心

理韧性—自我效能感—空巢老人孤独感”的

间接效应95%�信区间下限为-0.455，上限

为-0.112，不包�0，表明自我效能感与心理

韧性在植物陪伴与孤独感之间的链式中介效

应显著。在“居家植物陪伴—自我效能感—

空巢老人孤独感”的间接效应、“居家植物陪

伴—空巢老人孤独感”的直接效应中，95%

�信区间包�0，因此两条�径均不显著（表

3）。综上所述，心理韧性与自我效能感在居

家植物陪伴负向影响空巢老人孤独感中��

全中介作用，研究结果否定了本文的H1假设

与H2假设，支持了H3假设。本文结构方程模

型的标�化�径系数见图3。

表1   测量模型收敛效度分析 
Tab. 1   Convergent validity analysis of the measurement model

构面

Construct
组合信度

CR
平均方差提取率

AVE
植物因素

Plant factor
人因素

People factor
心理韧性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自我效能感
Self-efficacy

空巢老人孤独感
Empty nesters’ loneliness

植物因素 0.807 0.679 0.824 - - - -

人因素 0.781 0.653 0.462*** 0.808 - - -

心理韧性 0.873 0.409 0.251* 0.365*** 0.640 - -

自我效能感 0.847 0.370 0.213 0.322*** 0.904*** 0.608 -

空巢老人孤独感 0.852 0.492 -0.207* -0.263*** -0.507*** -0.492*** 0.701

注：*p<0.05，***p<0.001；对角线数值为AVE平方根。

表2   模型拟合度
Tab. 2   Model fit indices

拟合度指标
Model fit index

χ2 df χ2/df RMSEA GFI AGFI NFI CFI

本文模型参数 622.804 398 1.565 0.048 0.854 0.829 0.808 0.920

临界值（可接受） 越小越好 - <5 <0.08 >0.80 >0.80 >0.80 >0.90

临界值（良好） 越小越好 - <3 <0.05 >0.90 >0.90 >0.90 >0.90

心理韧性与自我效能感在居家植物陪伴减轻空巢老人孤独感中的链式中介作用机制     李雪飞    等.  

图2   有效问卷样本社会人口学特征（n=244）
Fig. 2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valid questionnaire sampl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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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感平均值与本研究结果进行对比。��

� [46]测得该值为8.00，���等 [47]测得该值

为9.70，��越 [48]测得该值为10.10，均低于

本研究的11.18，这一��极有可能是养老方

式导致的。居家养老为老年人带来熟�的�

年生活空间，并使其能够自由地安�时间，

但是老龄政策制定者与园艺疗法师需要�识

到，居家养老在为老年人�年生活带来自由

的同时，也存在诸多挑战，例如较少有社工

定�上�组�园艺疗法�组活动来为老年人

提供社会支持，进而导致其拥有更强�的

孤独感。老龄政策制定者与园艺疗法师在进

行养老政策与居家园艺疗法方案制定时，应

�重视这一问题，加强对空巢老人的社会支

持，以减轻其孤独感。

本研究的结果还表明，在未加入中介变

量前，居家植物陪伴显著负向影响空巢老人

孤独感。既有研究发现，园艺疗法负向影响

社区养老环境中的老年人孤独感 [4-5]，而本文

将对这一问题的探��展到空巢老人的居家

养老环境中，得到与前人研究一致的结果，

在一定程度上拓�园艺疗法的使用��。本

研究结果�示老龄政策制定者与园艺疗法师，

通过居家园艺疗法提升植物陪伴水平进而减

轻空巢老人孤独感是一种可�的�法。Cerda

等 [49]关于COVID-19���炎�情�间的研究

发现，居家园艺疗法有效减轻居�的心理�

力，这从�面说明在居家养老环境中通过植

物陪伴减轻空巢老人孤独感具有可行性。

4.2 心理韧性与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本文发现心理韧性与自我效能感在居家

植物陪伴减轻空巢老人孤独感中的链式中介

作用显著，�为�全中介作用，结果支持了

研究假设H3。在居家养老环境中，植物陪伴

无法通过自我效能感的单独中介作用对孤独

表3   中介效应
Tab. 3   Mediation effect

效应
Effect

点估计值
Estimate

标准误
SE

Z
偏差校正的 95%置信区间

Bias-corrected 95% CI

下限 上限

居家植物陪伴—自我效能感—空
巢老人孤独感

0.012 0.151 0.079 -0.069 0.114

居家植物陪伴—心理韧性—自我
效能感—空巢老人孤独感

-0.226 0.110 -2.055 -0.455 -0.112

居家植物陪伴—空巢老人孤独感
直接效应

-0.216 0.315 -0.686 -0.839 0.037

总效应 -0.430 0.224 -1.920 -1.077 -0.183

4 讨论

4.1 居家植物陪伴与空巢老人孤独感

“9073”养老格局是对中国老龄化国情

的现实�应，�合“以居家为基�，社区为

依�，机构为��”的养老��体系核心指

导方�。但��为�，国内关于园艺疗法减

轻孤独感的干预研究，主要在社区或养老机

构进行 [4-5]，而��未来的养老主体——居家

养老。�处于发展��的居家植物陪伴不可

避免的存在效果验证问题，其中空巢老人心

理健康水平�成为一个重要的测度指标。既

有研究发现孤独感水平越高的空巢老人，焦

虑、抑郁水平越高 [43-44]，并可能导致死亡 [45]。

因此，孤独感对空巢老人在居家养老环境中

的心理健康产生的负面影响不容�视。

老年人在居家环境中的孤独感是否比

在养老机构中更强�？本文对以往同样采用

ULS-6孤独感量表测量养老机构中的老年人

图3   结构方程模型标准化路径系数（***p<0.001）
Fig. 3   Standardized path coefficients of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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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孤独感的心理机制，即“心理韧性—自

我效能感”在这一过程中发�了链式中介作

用，形成“居家植物陪伴—心理韧性—自我

效能感—空巢老人孤独感”4个变量之间的

关系链条。具体而言，居家植物陪伴能够通

过增强心理韧性，进而提升自我效能感，最

终减轻空巢老人孤独感。�言之，自然因素

具有的孤独感抚慰功能是通过一系列心理

变量的作用实现的。本研究尽管存在一定局

限性，但为未来的研究与实�提供了有效参

考。进一�探�居家植物陪伴在不同老年人

中的应用，将有助于构�更加全面的自然疗

愈体系，推动中国“9073”养老格局目标的

实现。

注：文中图表均由作者绘制。

感产生负向影响。因此，本文揭示出“心理韧

性—自我效能感”在这一过程中的心理机制，

��了既有研究中内在机制的不� [3-10]，联接

心理韧性与自我效能感的关系，��两个变

量各自对老年人孤独感的负向影响关系[11-15]。

心理韧性帮助空巢老人在居家种养植物

过程中，在�到特定困难时，例如摆放��

的确定、��的控制、水肥量的确定、修剪

��的确定、病虫害的管理等 [50]，坚持行动、

�接各种挑战 [37]，增强心理灵活性与调适能

力[35]，进而对其自我效能感产生正向影响。

自我效能感的提升则能帮助空巢老人保持良

好的与自然互动的习惯，走出心理困境 [26]，

降低其孤独感。本文的链式中介模型能够帮

助更好地理�居家植物陪伴减轻空巢老人孤

独感的心理机制。

4.3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采用了�断面设计，�能揭示变

量之间的相关性，难以明确因果关系。研究

中采用的问卷数据依�受�者的自我��，

可能存在主观��。本文未探讨不同维度植

物陪伴的作用机制，例如不同种类、形态、

��、花�、果�的植物减轻空巢老人孤独

感的心理机制��。

未来可以通过前�性�列研究或控制对

�实验，揭示居家植物陪伴与空巢老人孤独

感之间的因果关系；��将居家植物陪伴与

智能�测设�相结合，例如通过智能花盆�

测空巢老人在居家植物陪伴过程中的互动行

为，获��观数据；深入探讨不同特征植物

减轻空巢老人孤独感的心理机制��，进而

为个性化园艺疗法方案制定提供��指导。

5 结论

本文揭示了居家植物陪伴减轻空巢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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