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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区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及其相关因素分析

李　娟　吴振云　许淑莲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摘　要〕　目的　调查北京城区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 分析其主要相关因素, 并提出相应的改善措施。方法　对象为北京城区老年人 1 010 例。

采用自编老年心理健康问卷作为评定工具。结果　老年人心理健康总分存在显著的性别、教育水平和职业差异, 年龄和婚姻差异不显著; 健康满意

度、生活满意度、经济满意度、夫妻关系满意度、亲子关系满意度、患病数、重大生活事件数与心理健康总分或分量表分相关显著; 回归分析发现, 健康

满意度和教育水平对总分有显著影响。结论　北京城区老年人心理健康保持尚好, 促进老年人身体健康和提高其教育水平将有助于改善其心理健康

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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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 lo re the m ental health of elderly in Beijing urban area and its rela ted facto rs. M ethods　1 010

o ld sub jects from Beijing urban area w ere tested w ith m ental health inven to ry fo r Ch inese elderly. Results　T here w as sign ifican t

sex differences, educational level differences, vocation differences and no sign ifican t age differences and m arriage differences in the

to ta l sco res. H igh co rrela t ions w ere found betw een to ta l o r subscale sco res and health satisfact ion, life sat isfact ion, econom y satis2
fact ion, husband2w ife rela t ionsh ip , paren ts2ch ildren rela t ionsh ip , num bers of diseases and crit ical life even ts. It w as fu rther re2
vealed w ith stepw ise regression analysis that health satisfact ion and education had sign ifican t effects on the to ta l sco re. Conclusion s
　T here w as no sign ifican t decline w ith aging in m ental health of the elderly. In terven tion fo r increasing health and education m ay

imp rove the o lder peop le’s m 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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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已有报道。但大多针对某些特

定的老年群体, 如军队离退休干部〔1〕, 高校离退休老人〔2〕, 冬泳

老人〔3〕等。而且所采用的问卷都是从国外引进, 如: 症状自评量

表 (SCL 290) , 康耐尔医学量表 (CM S) 等。这些量表往往偏长,

不适用于老年人, 项目的选择是为了临床鉴别症状, 而不是用

于心理健康的调查研究。还有些研究仅仅涉及老年人心理健康

的某个方面, 如; 社会心理因素〔4〕, 主观幸福感〔5〕等。基于此, 本

研究将采用自编的老年心理健康问卷经信效度检验合格, 对北

京城区抽取的 1 010 例老年人进行心理健康状况调查, 分析影

响其心理健康的主要因素, 并提出相应的改善措施。

1　对象与方法

111　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北京老年

病医疗研究中心社会医学部进行的“北京老龄化多维纵向研

究”的第四轮随访工作同步进行。该研究在北京城区、郊区和山

区, 分层、整群、随机取样 3 000 余例, 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等方

面与北京老年人总体状况一致, 样本具有代表性。研究包括人

口学资料、家庭社会联系、健康状况、神经心理、心理健康、经济

状况、卫生行为等多个维度的测查。本研究共收集心理健康问

卷回答完整的城区样本 1 010 例。人口学特征如下: ①年龄: 55

～ 96 岁 (平均 70120 岁) , 分成 3 个年龄组: 初老年组 (55～ 59

岁) 59 例 (518% ) , 老年组 (60～ 74 岁) 655 例 (6418% ) , 老老年

组 (75 岁以上) 296 例 (2913% )。②性别: 男性 508 例 (5013% )、

女性 501 例 (4916% ) , 不详 1 例 (011% )。③教育水平: 文盲 209

例 (2017% )、小学 273 例 (2710% ) , 中学 281 例 (2718% ) , 大

学 229 例 (2217% ) 、不详 18 例 (118% )。④各年龄组平均受教

育年限: 初老年组 13143 年、老年组 9136 年、老老年组 6150

年, 教育水平年龄差异非常显著 (P < 01001)。男女平均受教育

年限: 男性 10150 年、女性 6196 年, 性别差异非常显著 (P <

01001)。⑤婚姻: 未婚 5 例 (015% ) , 有配偶 790 例 (7812% ) , 分

居 4 例 (014% ) , 丧偶 211 例 (2019% )。⑥职业性质: 以脑力劳

动为主 270 例 (2617% ) , 以轻体力劳动为主 293 例 (2910% ) ,

以重体力劳动为主 141 例 (1410% ) , 不详 306 例 (3013% )。

112　方法　采用自编老年心理健康问卷作为评定工具。问卷

包含性格、情绪、适应、人际和认知五方面, 共计 50 道题。正向

和反向各 25 道。要求对每道题回答“是”或“否”。积极性回答记

“1”分, 消极性回答记“0”分, 分数越高表示心理健康状况越好,

满分 50 分。问卷信、效度检验合格, 适合国情, 通俗易懂, 简短

有效 (详见另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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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211　人口学特征与心理健康

21111　不同年龄组的心理健康状况　见表 1。结果表明, 心理

健康总分年龄差异不显著, 但“人际”和“认知”分均随增龄而

显著下降, 主要在于初老年组“人际”分显著高于两个老年组 (P

< 0101) , 初老年组“认知”分显著高于老老年组 (P < 0105)。“性

格”分则随增龄而显著上升, 主要在于老老年组显著高于初老

年组 (P < 0105)。其它各项比较均不显著。

表 1　不同年龄组心理健康状况比较 (x±s)

年龄组 总分 性格 情绪 适应 人际 认知

初老年 35113±8157 5167±1156 5109±2188 9180±2110 9150±1175 5127±2165

老年 34147±8130 6105±1170 5111±2176 9161±2129 8142±2182 4160±2143

老老年 32192±8181 6128±1159 5132±2172 9124±2146 8109±2161 4136±2142

F 11574 31675 01569 21867 61248 31267

P 01208 01026 01566 01057 01002 01039

21112　不同性别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　见表 2。老年人心

理健康总分的性别差异显著, 男性高于女性 (P < 0105)。其中

“情绪”、“适应”、“性格”和“认知”分, 均男性显著高于女性。而

“人际”分女性明显高于男性。

表 2　不同性别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比较 (x±s)

性别 总分 性格 情绪 适应 人际 认知

男 34188±8146 6121±1163 5155±2166 9185±2125 7193±2175 4182±2151

女 33152±8135 5198±1170 4179±2180 9110±2137 8197±2152 4132±2136

t 21215 21103 41256 41372 61594 31106

P 01027 01036 01000 01000 01000 01002

21113　不同教育水平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　见表 3。心理

健康总分有随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显著增加的趋势, 其中主要

在于大学总分明显高于文盲 (P < 0105) 和小学 (P < 01001) ; 中

学总分显著高于小学 (P < 0101)。“情绪”、“适应”和“认知”分的

差异均显著。其中“情绪”分, 小学明显低于其它 3 组, 大学显著

高于文盲和小学;“适应”分, 大学和中学均明显高于文盲和小

学;“认知”分, 大学明显高于文盲和小学 (P < 01001) ; 中学也显

著优于文盲 (P < 0105)。

表 3　不同教育水平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比较 (x±s)

教育水平 总分 性格 情绪 适应 人际 认知

文盲 33171±8122 6121±1156 5124±2181 9118±2132 8168±2152 4103±2125

小学 32131±8178 5190±1169 4165±2188 9104±2139 8118±2164 4134±2139

中学 35112±8161 6112±1170 5118±2169 9185±2134 8150±2183 4176±2146

大学 35168±7169 6124±1166 5164±2156 10109±2105 8125±2184 5113±2157

F 61319 11985 51130 111001 11550 71961

P 01000 01115 01002 01000 01200 01000

表 4　不同职业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之比较 (x±s)

职业 总分 性格 情绪 适应 人际 认知

脑力 35127±8194 6126±1175 5156±2165 9180±2110 8137±2175 4177±2155

轻体力 33135±8109 6123±1160 4194±2187 9161±2129 8140±2168 4134±2131

重体力 32194±8131 5166±1176 4166±2186 9124±2146 8123±2150 4130±2122

F 31689 31675 51450 71018 01183 21610

P 01026 01026 01004 01001 01833 01074

21114　不同职业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　见表 4。结果表明,

总分以及性格、情绪和适应分都存在显著差异, 均表现为“脑

力”优于“轻体力”, 而“轻体力”又优于“重体力”的趋势。

21115　不同婚姻状况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　总分和各分量

表分均无显著性差异 (P > 0105)。

212　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相关因素　心理健康与健康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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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生活满意度、经济满意度、夫妻关系满意度、亲子关系满意

度、患病数、重大生活事件数相关。见表 5。

表 5　诸因素与心理健康状况的相关性 ( r)

因素 总分 性格 情绪 适应 人际 认知

经济
满意度 - 01054 - 01037 - 010601) - 01044 - 01040 01018

疾病数 - 011062) - 010641) - 010972) - 010882) - 01052 - 011132)

生活
满意度 - 011082) - 01033 - 011012) - 011142) - 01040 010812)

夫妻关系
满意度 - 01018 - 01040 - 01049 - 01036 - 01052 - 010631)

生活事
件数 - 010571) - 010792) - 010812) - 01052 - 01023 - 01044

健康
满意度 - 012452) - 011622) - 011942) - 012112) - 011212) - 012002)

子女关系
满意度 - 01047 - 01010 - 010842) - 010782) - 01050 - 01008

　　注: 满意度评估: 1 很满意、2 满意、3 一般、4 不满意、5 很不满意; 1) P <

0105; 2) P < 0101

213　心理健康状况与相关因素的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深入考

察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因素, 分别以总分和各分量表分

为因变量, 上述存在显著差异或显著相关的因素为自变量, 进

行逐步回归分析, 发现健康满意度和教育水平对总分有显著影

响, 健康满意度对各分量表分也均有显著影响。此外, 性别、生

活事件数、文化程度、职业等因素对不同分量表分存在显著影

响。

3　讨　论

北京城区老年人心理健康总体状况与初老期相比没有显

著下降, 提示老年人心理健康保持尚好, 这正是实现健康老龄

化的重要基础, 也为开发利用老年人才资源提供了科学依据。

但是,“认知”和“人际”分随增龄而显著下降。这可能是由于老

年人退休后, 生活圈子缩小, 活动和人际交往也相应减少。脑力

活动的减少, 以及大脑、感觉器官等生理结构的老化导致认知

功能减退。

本研究发现, 教育水平、性别、职业、健康满意度、生活满意

度、经济满意度、夫妻关系满意度、亲子关系满意度、患病数、重

大生活事件数等诸多因素与心理健康有关。进一步回归分析发

现其中对心理健康总体情况影响最大的是健康满意度和教育

水平两项因素。究其原因, 老化是个体发展的必然过程, 随着年

龄增长, 人体机能面临下降趋势, 老年人易患各种老年性疾病

(如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 , 这些躯体疾病成为相当强的负

性心理刺激。所以老年人只有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基本满意, 才

能保持良好心理状态。教育水平对心理健康状况有影响, 可能

由于其与职业相关密切。一般来说, 教育水平高者大多从事脑

力工作, 他们即使退休后, 仍经常读书、看报, 学习新事物, 甚至

返聘工作, 继续为社会作贡献。因此, 他们相对而言, 脑功能得

到较好锻炼, 参与社会活动较多, 生活内容丰富, 促使他们情绪

良好, 善于调适自己, 认知功能也保持正常。

本研究提示: 健全医疗保障制度, 提倡科学合理的生活方

式, 促进老年人身体健康是保持心理健康的重要前提。此外, 应

对老年人采取适当的干预措施, 通过不同渠道, 采取不同方式,

使他们不断提高文化水平, 培养各种有益的兴趣爱好。这不仅

促进自身的情绪调适、社会适应和人际交往能力, 并延缓其认

知功能减退, 从而全面改善其心理健康状况。而且也有助于老

年人在享受社会提供的养老资源的同时, 发挥自己的知识才

能, 老有所为, 实现自我价值。

(本工作得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北京老年病医疗研究

中心社会医学部大力支持, 帮助完成取样及有关任务, 特此致

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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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反映了国内外现代老年学各分科的成就和进展, 包括绪论, 老年社会学、老年文化学、老年心理学、老年生物学、老年预防

医学、老年临床医学、老年运动医学、老年康复医学和中医老年学, 共 9 篇。其中老年文化学以及老年社会学是同类书籍中所缺乏

的, 也是精彩篇章之一。本书涉猎了国内外最新老年学资料, 荟萃精华, 博彩众长, 全面探讨了老年各方面问题, 注意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 科学性与实用性并重, 是国内老年学方面一部较全面系统的学术性最新大型参考书。全书 177 万字, 附插图 299 幅, 表 171 个。

本书读者对象广泛: 可供老龄工作方面领导决策的参考, 老年社会学、文化工作者、心理工作者以及老年病临床及保健工作者参考,

也是老年人养生防病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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