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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德阳地区地震 8个月后老年人抑郁状况及其相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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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 评估汶川地震 8个月后 , 成都、德阳灾区老年人的抑郁状况及其相关因素。方法 : 按

照方便取样原则 , 利用自编地震后受灾群众基本情况调查表、流调中心抑郁量表调查了成都、德阳两地 390

名受灾老年人。结果 : 918%的老年人有疑似抑郁症状 , 3013%的老年人有抑郁症状。两地老年人的抑郁状

况受性别、教育程度、居住地、职业以及地震期间经历的影响。L 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 , 与男性、初中教育

程度、以前无可怕经历、地震中害怕 /无助 /恐怖的感觉不强烈的老年人相比 , 女性 (O R = 2103)、小学以下

教育程度 (OR = 2159)、以前有可怕经历 (O R = 2106 )、地震中害怕 /无助 /恐怖的感觉强烈 (O R = 1159)

的老年人的抑郁状况更严重。结论 : 成都、德阳地区老年人 , 在地震 8个月后的抑郁状况仍然比较严重。灾

后心理干预要特别关注女性、教育程度低、仍从事农业劳动、受灾较重老年人的抑郁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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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 bjective: To exp lo re the dep ress ion sta tus of the elderly experienced the W enchuan earthquake

and to know the re la ted fac tors1M ethods: U sing the convenient sam p ling m ethod, 390 e lderly liv ing in Chengdu

and D eyang C ity w ere included in th is investigation1D em ographic da ta w as recorded and the Cen ter for Ep idem io log2
ic S tudies D ep ress ion (CES 2D ) w as app lied individually1Results: In th is sam p le, 918% of the elderly had sus2
pected dep ress ion sym p tom and 3013% had dep ress ion sym p tom 1D ep ress ion sta tus w as related to sex, educa tion,

habitual res idence, occupa tion and experiences in earthquake1Com pared w ith the elderly w ho w ere m ales, w ith

m idd le school education degree, w ithou t horrib le experiences in the past, w ith less fearful / he lp less / horrib le feel2
ings in earthquake, the e lderly w ho w ere fem ales (OR = 2103) , w ith educa tion degree below p rim ary school (O R

= 2159) , w ith horrib le experiences in the past (O R = 2106) , and w ith s trong fearfu l / he lp less / horrib le fee ling in

earthquake (O R = 1159) , had m ore serious dep ression1Conclusion: A fter 8 m onths of W enchuan earthquake, lo2
ca l e lderly victim s are still in severe dep ress ion1The elderly w ho are fem ale, w ith low educa tion leve l, engaged in

farm w ork, suffered great loss shou ld be paid spec ia l a tten tion1
【Key words】　W enchuan earthquake; elderly; disas ter area; dep ress ion sta tus; re la ted factors; cross2sec2

tiona l s 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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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汶川地震对受灾群众、救灾人员乃至全社会都产

生了极大的心理冲击。个体在经历大规模自然灾害后

可表现出恐怖、焦虑、抑郁等情绪反应。B asog lu等

发现在地震后 14个月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 ( post2
traum atic s tress d iso rde r, PTSD ) 和抑郁症状的灾民

比例达 16%
[ 1 ] 。K im 等对比分析卡特琳娜飓风前后

223人的心理状况 , 发现飓风后被确诊为抑郁症的患

者由 8%上升到 15%
[ 2 ] 。汶川地震后 , 去医院就诊的

患者中被确诊为抑郁症的患者由震前的 47192%上升

到震后的 68153%
[ 3 ] 。

地震发生后 , 各界比较关注灾区重建以及孤儿收

养 , 但对老年人这个灾后特殊人群关注较少。国内外

研究表明 , 灾后老年人普遍有自卑消沉、焦虑烦躁、

恐怖抑郁的心理特征 [ 4 ] 。严重的心理创伤 (如抑郁、

PTSD ) 是自杀的危险因素 , 对有些人的影响会持续

很长一段时间 , 如果得不到及时干预 , 可能会严重影

响患者及其家庭、社区的生活 [ 5 ] 。

成都武侯与德阳旌阳都属于一般灾区 , 受灾程度

较轻。但两者相比 , 德阳旌阳离震中较近 , 受灾较成

都武侯严重。成都武侯不属于汶川大地震的余震区 ,

地震对该区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破坏较少。本研究在地

震发生 8个月后 , 对两地受灾老年人进行调查 , 以了

解一般灾区老年人的抑郁状况 , 并分析影响老年人抑

郁的相关因素 , 为灾后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干预提供帮

助。

1　对象与方法

111对象

成都武侯区和德阳旌阳区两地 543位 60岁以上

受灾老年人。调查对象皆意识清晰、智能正常、无重大

躯体疾病。成都武侯样本按照单位人力资源部提供的

花名册根据年龄方便取样 ,德阳旌阳样本按照乡镇政

府提供的震后人口调查名单根据年龄方便取样。最后

回收有效问卷 390份 ,有效率为 7118% (问卷有效率

较低有两个原因 ,一是灾区群众在震后接触的调查很

多 ,对调查比较抵制 ,没有认真作答 ;二是用多个测谎

题来删除不认真作答问卷 ,删除标准较严格 )。

样本年龄范围为 60～98岁 , 其中 60～69岁 227

人 , 70～79岁 130人 , 80岁及以上 27人 , 缺失 6

人 , 平均年龄 ( 69 ±7 ) 岁 ; 男性 195人 , 女性 190

人 , 性别数据缺失 5人 ; 受教育程度 : 小学及以下

237人 , 初中 50人 , 高中或中专 43人 , 大学及以上

53人 , 缺失 7人 ; 来自成都的有 200人 , 来自德阳

的有 190人。

112工具

11211自编震后调查问卷

包括个人基本资料 (性别、年龄、教育程度、

职业等人口学变量 ) 和地震期间经历 (亲友伤亡、

被困经历、房屋损毁、害怕经历等 )。

11212流调中心抑郁量表 ( C en ter fo r Ep idem io2
log ica l S tud ies D ep ression Scale, C ES 2D ) [ 6 ]

该表包括 20个项目 , 4级记分 , 满分 60分 , 得

分越高 , 抑郁程度越明显。抑郁得分以 15分以下为

无抑郁症状 , 16～19分为疑似抑郁症状 , 20分及以

上为有抑郁症状划分 [ 7 ] 。C ES 2D 在正常人中的内部

一致性信度为 0177, C ronbach α系数和 Spea rm an2
B row n系数均 > 019。 4 周后的重测信度为 0167。

C ES 2D 与 B eck抑郁问卷相关为 018, 与 Zung氏抑郁

量表相关为 019。

113调查程序

于汶川地震 8个月后进行。按照方便取样的原

则 , 由经过培训的当地志愿者向老年人介绍本次调查

的目的和内容 , 征得同意后逐项询问或由老年人本人

填写。

114统计方法

使用 SPSS 1510进行描述统计、 t检验、方差分

析、L ogistic回归分析。

2　结 　果

211灾区老年人的抑郁概况

成都、德阳受灾老年人 C ES 2D 得分为 ( 14146 ±

9185) , 按照上述抑郁症状划分标准 , 发现疑似抑郁

症状有 38人 , 占总人数 918% , 有抑郁症状有 117

人 , 占总人数 3013%。

212灾区老年人抑郁相关因素分析

21211各人口学变量对灾区老年人抑郁状况的影响

考察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居住地、婚姻状况

(丧偶、离异等合并为其他 )、职业、宗教信仰共 7

项变量对老年人抑郁状况的影响。结果表明 , 除了年

龄、婚姻状况外 , 其他变量对老年人抑郁均有显著影

响 (表 1)。女性老年人的抑郁程度显著高于男性 ;

成都地区老年人的抑郁程度显著低于德阳地区老年

人 ; 有宗教信仰老年人的抑郁程度显著高于无宗教信

仰的老年人 ; 小学及以下文化的老年人抑郁得分高于

初中、高中中专、大学及以上文化者 , 而后三组间的

抑郁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职业对老年人抑郁状

况的影响显著 ( F = 2513, P < 01001 ) , 农业劳动者

抑郁得分高于非农劳动者和退休、离休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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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12地震期间经历对老年人抑郁影响的单因素分析

由于此次调查的成都、德阳两地的受灾情况比较

轻 , 因此 “地震期间经历 ”问卷中的很多变量 (如

是否有亲友死亡、是否目睹或接触尸体、身体是否受

伤等 ) 回答 “是 ”的人数太少 (如仅有 7人 “受到

伤害 ”、“目睹亲友或他人死亡 ”, 仅有 2人 “亲眼目

睹或接触尸体 ”) , 不适合做统计分析。因此仅选择

“以前有无经历过可怕的事件 ”、“当时是否目睹房屋

损毁 ”、“是否有害怕 /无助 /恐怖的经历 ”3个变量来

考察对老年人抑郁的影响。

表 1　样本资料和老年人抑郁状况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变量 人数 CES 2D t / F值 P值

性别 男 195 1219 ±914 - 3132　01001

女 190 1612 ±1011

居住地 成都 200 1016 ±811 - 8165 < 01001

德阳 190 1815 ±919

婚姻状况 已婚 297 1510 ±1010 　1169　01093

其他 84 1219 ±911

宗教信仰 无 304 1318 ±917 - 2163　01009

有 76 1711 ±1012

年龄 60～69岁 227 1419 ±1010 　1107　01345

70～79岁 130 1416 ±918

80岁及以上 27 1119 ±913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237 1616 ±1010 10158 < 01001

初中 50 1212 ±915

高中中专 43 914 ±714

大学及以上 53 1115 ±814

职业 农业劳动者 207 1714 ±1011 2513 < 01001

非农 57 1115 ±816

退休离休 118 1013 ±718

注 : CES 2D , 流调中心抑郁量表。

以前经历过可怕事件的老年人 (195人 ) 的抑郁

得分高于以前没有经历过可怕事件的老年人 ( 184

人 ) [ (1210 ±819) vs1 ( 1712 ±1012 ) , t = - 513,

P < 01001 ]; 地震中目睹房屋损毁老年人 ( 280人 )

的抑郁得分高于无目睹房屋损毁的老年人 ( 110人 )

[ (1313 ±914) vs1 (1714 ±1013) , t = - 3183, P <

01001 ]。地震中 “是否无、有一点、明显、强烈害

怕 /无助 /恐怖的经历 ”与抑郁的程度正相关 ( r =

01278, P < 0101)。

213老年人抑郁影响因素的 L ogistic回归分析

以老年人是否有抑郁症状 (疑似抑郁和有抑郁

症状合并为有抑郁症状 ) 为二分因变量 , 将年龄、

性别、教育程度、居住地、婚姻状况、职业、宗教信

仰、以前有无经历可怕事件、是否目睹房屋损毁、是

否有害怕经历共 10个变量作为自变量 , 依次逐步纳

入 , 进行 L ogistic回归分析 (表 2 )。模型整体检验

表明方程具有统计学显著性水平 (χ2
= 83157, P <

01001) , 该模型对抑郁状况总变异的解释量为

2913%。

结果表明 , 性别、教育程度、“以前有无经历可

怕事件 ”、“是否有害怕 /无助 /恐怖的经历 ”进入回

归方程。“是否有害怕 /无助 /恐怖的经历 ”对老年人

抑郁的影响最大 , 其次是性别 , 然后是 “以前有无

经历可怕事件 ”, 最后是教育程度。地震中感到害怕

的老年人有抑郁倾向是不害怕老年人的 1159倍 , 女

性、以前经历过可怕事件、小学文化的老年人有抑郁

倾向分别是男性、以前没有经历可怕事件、初中文化

老年人的 2103、2106、2159倍 (1 ÷01386)。

表 2　老年人抑郁影响因素的 L 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 W ald O R P值
95% C I

下限 上限

害怕 /无助 /恐怖的经历 　0147 0113 12185 1159 < 01001 11236 21057

性别 (男 ) 　0171 0127 6181 2103 　01009 01294 01847

以前经历可怕事件 (无 ) 　0172 0131 5153 2106 　01019 11363 31994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 - 5126 - 　01153 - -

初中 - 0195 0145 4158 01386 　01032 01157 01895

高中中专 - 0161 0153 1134 01543 　01247 01184 11456

大学及以上 - 0121 015 0118 01809 　01672 01289 21048

注 : 变量排列以其 W ald值大小为序。

3　讨 　论

在地震发生 8个月后 , 成都和德阳两地 40%左

右的老年人有疑似抑郁或抑郁症状。抑郁状况受性

别、教育程度、职业、居住地 , 以及地震期间经历的

影响 , 其中 “是否有害怕 /无助 /恐怖的经历 ”对老

年人抑郁的影响最大 , 性别、“以前经历可怕事件 ”

和教育程度的影响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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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研究表明 , 性别是灾后心理健康水平的一个

预测因素 [ 2, 5, 829 ]
, 女性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男性。本

研究得到类似的结果 , 女性的抑郁状况差于男性。分

析其原因 , 其一 , 可能女性对打击的心理承受能力较

弱 , 因而更感到危险难以抗衡 ; 其二 , 可能与女性的

家庭角色有关以及地震后女性对未来的预期差于男

性 [ 10 ]
; 其三 , 女性较男性更易于表达自己的情感 ,

而男性习惯于将情感深藏在内心 , 因此女性比男性更

多地将关于地震的感受体现在调查中。

本研究发现 , 在地震发生 8个月后 , 成都、德阳

两地灾区老年人疑似抑郁的比例占 918% , 有抑郁症

状的比例占 3013%。C ES 2D 量表自引入国内后在各

种人群中测试表明 , 抑郁症状的发生率在 10% ～

23%之间 [ 11212 ]
, 在老年群体中 , 刘宏军等 [ 7 ] 使用

C ES 2D 对北京市 2660位 55岁以上老年人的调查显

示 , 有抑郁症状者 360人 , 总发生率是 1315% , 张

远等 [ 13 ]用 C ES 2D 对山东省部分农村 20～70岁居民

的调查发现 , 疑似抑郁症状占 5% , 有抑郁症状占

1518% , 其中 60 岁以上老人抑郁症状检出率为

813% , 说明虽然成都、德阳两地受灾较轻 , 而且地

震已经过去 8个月 , 但地震对两地灾区老年人的情绪

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分析原因 , 可能是地震后整个

四川都笼罩在灾难的氛围中 , 灾民对地震时的情景历

历在目 , 而平时对地震的谈论又增加了这种情绪的体

验 , 再加上震后余震不断 , 对灾民造成了极大恐慌 ,

有些人甚至房屋稍有动静就马上往屋外逃窜。而且灾

后全国各地的抗震救灾物资和志愿者纷纷涌入四川 ,

灾民在物资分配及接受志愿者帮助的诸多问题上 , 存

在不同程度的担忧。这些都有可能是灾后老年人抑郁

增加的原因。

汶川地震 8个月后 , 灾区老年人的抑郁状况比较

严重 , 急需专业的心理援助和精神科专家对老年人的

抑郁状况、创伤后应激反应情况做进一步诊断 , 并结

合当地可利用的资源进行及时干预。干预应注重老年

人的恐惧情绪 , 排除不良生活事件对老年人的影响 ,

并关注女性、教育程度低、仍从事农业劳动、受灾较

重的老年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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