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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分析西安市社区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提出保障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对策和建议。方
法　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抽取西安市两个社区３１０名６０岁及以上老年人，使用自制调查问卷进行入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
社会人口学特征、社会支持、体育锻炼、失能情况、慢性病消费、心理疾病及其应对方式等。利用ＳＡＳ９．１．２软件的单因素χ

２

检验和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分析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结果　剔除回答不完整或怀疑不真实的问卷，获得有效问
卷３０４份，有效率为９８．１％。被调查人群的心理疾病检出率为２７．１％。单因素χ

２ 检验结果显示慢性病医疗消费、失能情况、

社会支持和体育锻炼是影响因素，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医疗保险、慢性病医疗消费、社会支持和体育锻炼是影响

因素。结论　在老龄化和家庭养老功能日益弱化的形势下，必须重视精神养老问题，通过提高老年人的社会保障水平，完善
和构建社区精神养老服务等外部支持系统，有效提升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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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老年人的养
老问题和医疗问题备受社会关注。在人口老龄化过
程中，老年人无论在身体还是心理健康方面都会发
生一系列明显变化，除了因衰老或疾病导致躯体功
能下降、生活不能自理外，加之情感慰藉和可利用社
会资源的缺失，易产生失落、焦虑、孤独、抑郁，甚至
绝望等负面情绪，使健康受到影响［１］。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北京、上海等地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表明，中国老
年人的抑郁情绪发生率不到１０％，远低于西方国家
的２０％，而２０１１年全国首次老年心理健康状况调查
表明，中国城市社区老年人抑郁情绪问题检出率高
达３９．８６％［２］，老年人心理健康问题日趋严重，老年
心理健康研究成为必须重视的研究课题。老年人群
在卫生服务需求上有其特殊性，只有弄清老年人口心
理问题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才能有针对性地寻找干
预方法，做好老年心理健康保健工作。本研究以西安
市社区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调查为依据，探讨我国
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及其对策。

１　资料和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与方法　２０１１年１１至１２月，选取西
安市两个社区，按不同社区门牌和楼层采用便利抽
样方法抽取具有西安市城镇户籍的６０周岁及以上
老年人，由经培训的访问员进行入户调查和访谈，抽
样比例近似为１０％。调查回收问卷３１０份，剔除信
息不全和怀疑不真实的问卷，共获得有效问卷３０４
份，有效率９８．１％。

　　调查使用自制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年龄、性
别、婚姻、文化程度、个人收入、居家情况、身边子女
（指同一城市生活）及来往情况、失能情况（视力失能
指辨认２０ｍ以外事物极度困难，听力失能指即使大
声说话也很难听清楚，行走失能指长期卧床或出行
需靠轮椅）、医疗保险类型、罹患慢性病及半年内医
疗消费（包含医保报销）、自感心理疾病及严重程度
和应对方法、社会支持（外界交往活动规定每次至少

３０ｍｉｎ以上）、体育锻炼等方面。问卷参考第４次国
家卫生服务调查所使用的调查表［３］，并结合老年人
的特点，由课题组经文献探讨、专家咨询、预调查等
过程反复修改而成，具有一定的内容效度，调查表的
重测信度大于０．７。

１．２　统计学处理　使用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１软件建立数据
库，运用ＳＡＳ９．１．２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利用列联表
的χ

２检验分析各单因素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
利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作多因素分析（ｓｌｅ＝０．０５，

ｓｌｓ＝０．１０）。由于３０４份问卷中仅１人未参加任何医
疗保险，实际数据分析时均将该例予以剔除。

２　结　果

２．１　样本人口基本情况　如表１，调查人口平均年
龄７５．７岁，其中７０～７９岁组占６１．４％，８０岁及以
上组占２３．８％，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男女性别比
为０．６３。丧偶和离异者较多，占总人数的３２．０％，
这些人中近一半独自居住，占总人数的１５．８％。

　　从基本社会医疗保障看，８５．８％的人参加职工医
保，其余为居民医保。从文化程度看，总体文化程度不
高，有２２．８％的人为文盲或半文盲，高中及以上文化程
度者仅占８．６％。从个人固定收入看，总体收入水平不
高，人均月收入１６７１元，其中男性２０５５元、女性１４３４
元，女性收入普遍低于男性。由于低收入者绝大多数参
加居民医保，故居民医保者平均收入远低于职工医保者
（职工为１８４６元，居民为６２０元）。从失能情况看，视
力、听力或行走能力方面至少有一项失能者占１３．２％。

　　从家庭规模看，被调查者大多数多子女，身边无
子女或一个子女的仅占总人数的８．６％。从社会支
持看，９５．４％的人每周都有与子女见面的机会，

７６．９％的人每周至少有一次外界交往活动。过半数
的人注重体育锻炼，每周能坚持参加体育锻炼，

３１．７％的人从不参加或极少参加体育锻炼。

２．２　样本人口罹患慢性病及其消费情况　调查人口
慢性病患病率为９４．１％，患病率远高于２００８年全国城
市老年人口的５３．２％［３］，人均患慢性病２．５５种。该人
群慢性病负担较重，半年内人均慢性病医疗消费５２４８
元，其中以“１０００～２９９９元”最多，占２４．４％，无任何消
费者（包括８例有病未医治者）仅占８．６％（表１）。

２．３　样本人口的心理健康状况　２７．１％的被调查
者自感存在抑郁、孤独、焦虑或绝望等负面情绪问
题，尤以抑郁感最多，占２２．４％，其次是焦虑和失落，
分别占７．６％和４．３％，１１．２％的人自诉有多种不良
情绪（表２）。存在负面情绪者中自感日常生活受到
严重影响者甚少。在心理问题的处理方式上，多数
人选择忍耐压抑或自我调节（占７４．６％），其次是找
家人或朋友倾诉（占２３．６％）。

２．４　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表１中给
出了１３个影响因素下各类心理问题的检出率，可以
看到女性、丧偶或离异、年龄大、独居、居民医保、低
收入、失能、与子女见面机会少、缺乏社会交往和体
育锻炼、慢性病医疗消费高的人有较高的检出率。
对１３个影响因素作单因素的列联表χ

２检验（表３），
在α＝０．０５的水平下，筛选出的影响因素有：社会交
往、慢性病医疗消费、失能情况和体育锻炼。说明自
身躯体健康（包括生活功能和疾病）、社会支持、自我
积极锻炼是老年人心理健康的重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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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各影响因素下的构成比、心理疾病检出率及变量赋值

Ｔａｂ１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ｏｆｍｅｎｔａｌ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ａｎｄ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
Ｎ＝３３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ｎ（％）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ｎ（％）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ｎ（％）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ｎ（％）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Ｇｅｎｄｅｒ Ｉｎｃｏｍｅ（ｙｕａｎ）
　Ｆｅｍａｌｅ １８７（６１．７） ５３（２８．３） ０ 　≤５００ ８（２．６） ４（５０．０） １
　Ｍａｌｅ １１６（３８．３） ２９（２５．０） １ 　５０１１０００ ３５（１１．６） １２（３４．３） ２
Ａｇｅ（ｙｅａｒ） 　１００１１５００ 　５４（１７．８） １２（２２．２） ３
　６０６９ ４５（１４．８） ７（１５．６） １ 　１５０１２０００ １３８（４５．６） ３３（２３．９） ４
　７０７９ １８６（６１．４） ５４（２９．０） ２ 　＞２０００ ６８（２２．４） ２１（３０．９） ５
　８０９７ ７２（２３．８） ２１（２９．２） ３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Ｍａｒｉｔａｌｓｔａｔｕｓ 　０１ ２６（８．６） ８（３０．８） １
　Ｎｏｎｓｐｏｕｓｅ ９７（３２．０） ２８（２８．９） ０ 　２３ １７３（５７．１） ４２（２４．３） ２
　Ｍａｒｒｉｅｄ ２０６（６８．０） ５４（２６．２） １ 　＞３ １０４（３４．３） ３２（３０．８） ３
Ｌｉｖｅａｌｏｎｅ 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ｔａｃｔｓ
　Ｎｏ ２５５（８４．２） ５８（２２．７） ０ 　Ｒａｒｅｌｙ ３３（１０．９） １９（５７．６） ０
　Ｙｅｓ ４８（１５．８） １３（２７．１） １ 　１２ｔｉｍｅｓｐｅｒｍｏｎｔｈ ３７（１２．２） １２（３２．４） １
Ｂａｓｉｃ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１２ｔｉｍｅｓｐｅｒｗｅｅｋ ５６（１８．５） １９（３３．９） ２
　Ｎｏｎｗｏｒｋｉｎｇ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４３（１４．２） １６（３７．２） ０ 　３４ｔｉｍｅｓｐｅｒｗｅｅｋ ５３（１７．５） ９（１７．０） ３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２６０（８５．８） ６６（２５．４） １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１２４（４０．９） ２３（１８．５） 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ｐｅｒｗｅｅｋ
　Ｕｎｅｄｕｃａｔｅｄ ６９（２２．８） １６（２３．２） ０ 　Ｎｅｖｅｒ ９２（３０．４） ４１（４４．６） ０
　Ｐｒｉｍａｒｙｓｃｈｏｏｌ １４３（４７．２） ４７（３２．９） １ 　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ｏｎｃｅ ４（１．３） ２（５０．０） １
　Ｍｉｄｄｌｅｓｃｈｏｏｌ ６５（２１．４） １３（２０．０） ２ 　１２ｔｉｍｅｓ ３４（１１．２） ５（１４．７） ２
　Ｈｉｇｈｓｃｈｏｏｌ １７（５．６） ２（１１．８） ３ 　３４ｔｉｍｅｓ ３６（１１．９） １１（３０．６） ３
　Ｃｏｌｌｅｇｅ ９（３．０） ４（４４．４） ４ 　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５ｔｉｍｅｓ １３７（４５．２） ２３（１６．８） ４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ｈｒｏｎｉｃ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ｏｓｔｓ（ｙｕａｎ）
　Ｎｏ ２６３（８６．８） ６２（２３．６） ０ 　Ｎｏｓｐｅｎｄｉｎｇ ２６（８．６） ３（１１．５） ０
　Ｙｅｓ ４０（１３．２） ２０（５０．０） １ 　１９９９ ４８（１５．８） ５（１０．４） １
Ｍｅｅｔｉｎｇｗｉｔｈ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１０００２９９９ ７４（２４．４） １５（２０．３） ２
　Ｒａｒｅｌｙ １（０．３） ０（０．０） ０ 　３０００４９９９ ５５（１８．２） ２１（３８．２） ３
　Ｅｖｅｒｙｍｏｎｔｈ １３（４．３） ３（２３．１） １ 　５０００９９９９ ６３（２０．８） １６（２５．４） ４
　Ｅｖｅｒｙｗｅｅｋ １５７（５１．８） ４０（２５．５） ２ 　１００００ ３７（１２．２） ２２（５９．５） ５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１３２（４３．６） ３８（２８．８） ３

表２　调查人口心理健康状况

Ｔａｂ２　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ｔｈｅｓｕｒｖｅｙｅｄ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Ｎ＝３０３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ｍｏｏ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Ｌｏｓｓ １３ ４．３
Ａｎｘｉｏｕｓ ２３ ７．６
Ｌｏｎｅｌｉｎｅｓｓ ５ １．７
Ｄｅｐｒｅｓｓｅｄ ６８ ２２．４
Ｆｅａｒ ２ ０．７
Ｄｅｓｐａｉｒ ２ ０．７
Ｏｔｈｅｒ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３ １．０
Ｗｉｔｈｏｕｔ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２２１ ７２．９

２．５　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的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
析　将是否有负面情绪作为因变量（“是”＝１，
“否”＝０），表１中的１３个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建
立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其中各影响因素的变
量赋值见表１，自变量按连续变量处理，变量选用逐
步择优法。分析结果见表４，可见影响调查人口心
理健康的因素有医疗保险、社会交往情况、慢性病医
疗消费、体育锻炼。其中，慢性病医疗消费为危险因
子，医疗消费越高存在心理问题的可能性越大。医
疗保障、社会交往、体育锻炼为保护因子，居民医保
者发生心理问题的可能性高于职工医保者，而社会
交往越少、体育锻炼不积极的人越容易有心理问题。

考虑到现实生活中体育锻炼是城市老人社会交往的

一种主要方式，在上述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的１３个自
变量中，再加入交互项体育锻炼（社会交往），则筛选
出的影响因素为：医疗保险、慢性病医疗消费、体育
锻炼（社会交往），体育锻炼和社会交往有交互作用
（Ｂ＝－０．０９７，Ｓ．Ｅ．＝０．０２４，Ｗａｌｄχ

２＝１５．８８５，Ｅｘｐ
（Ｂ）＝０．９０８，Ｐ＜０．００１），其余两因素对应结果与表

４中的值差异极小，不一一列出。

表３　调查人口心理健康状况影响因素的χ２检验表

Ｔａｂ３　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ｔｅｓｔｆｏｒ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ｔｈｅｓｕｒｖｅｙｅｄ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χ２ ｄｆ Ｐ

Ｇｅｎｄｅｒ ０．４０５ １ ０．５２４
Ａｇｅ ３．５４６ ２ ０．１７０
Ｍａｒｉｔａｌｓｔａｔｕｓ ０．２３５ １ ０．６２８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８．００１ ４ ０．０９２
Ｂａｓｉｃ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２．６１４ １ ０．１０６
Ｌｉｖｅａｌｏｎｅ ０．４９７ １ ０．４８１
Ｍｅｅｔｉｎｇｗｉｔｈ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０．９８５ ３ ０．８０５
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ｔａｃｔｓ ２４．７３７ ４ ＜０．００１
Ｉｎｃｏｍｅ ４．８９５ ４ ０．２９８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１．５８５ ２ ０．４５３
Ｃｈｒｏｎｉｃ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ｏｓｔｓ ３４．８４９ ５ ＜０．００１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１２．２８３ １ ＜０．００１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 ２５．５２４ ４ ＜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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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

Ｔａｂ４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Ｂ Ｓ．Ｅ． Ｗａｌｄχ２ Ｅｘｐ（Ｂ） Ｐ

Ｂａｓｉｃ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０．８５４ ０．３８９ ４．８２８ ０．４２６ ０．０２８
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ｔａｃｔｓ －０．２７３ ０．１１０ ６．１５３ ０．７６１ ０．０１３
Ｃｈｒｏｎｉｃ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ｏｓｔｓ ０．３３３ ０．１０３ １０．３５４ １．３９５ ０．００１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 －０．１９９ ０．０８９ ４．９８０ ０．８２０ ０．０２６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１０４ ０．５８５ ０．０３２ ０．８５９

３　讨　论

　　研究表明个人健康、医疗保障、积极的社会参与
和体育锻炼是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重要因

素。老年人的躯体健康状况对其心理的重大影响已
为很多研究所验证［４６］，失能、疾病所带来的躯体痛
苦和经济负担将直接影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
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收入水平、文化程度可能是老
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７８］，本研究并未发现这些
因素对老年人心理健康有显著影响。年龄因素无统
计学意义验证了心理健康不存在增龄效应的论

点［２，９］，老年心理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多发或严
重趋势，可能主要还是由于伴随年龄增长而来的身
体机能下降、患病率增加以及对死亡的恐惧等。即
使不同性别的调查人口在收入和医保上有显著差

异，调查并未发现女性比男性更易有心理疾病。

　　随着人口老龄化、城市化以及居住方式的代际
分离的发展趋势，使得空巢或独居的老人越来越多，
老年人情感和精神慰藉需求难以满足，因此空巢或
独居可能对老年人心理健康有显著影响［１０１１］。本研
究也未见此影响，虽然调查人群丧偶和独居者较多，
但其与子女接触或外界交往的机会较多，说明独居
未必是导致老年心理问题的必然因素，积极的社会
参与和社会支持可成为老年心理健康的重要保护因

素。鉴于家庭养老功能的日益弱化，老年人养老将
不得不依赖于社会服务机构等外部支持系统，因此
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成为当前较为关注的研

究内容，涉及家庭和社会关系、社交活动、社区服务
的利用等多个方面［１２１３］，本研究仅从人际交往的数
量上来考察，其他方面有待进一步研究。

　　除了上述因素外，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因素
还有不良生活习惯、居住条件、生活环境、人生经历、
负性或外伤性事件、宗教信仰等。我国在老年人心
理健康方面的调查研究较少，本研究选择了１３个典
型因素加以探讨，考虑的因素较多，并将各种不良心
理情绪都纳入讨论范围。研究的不足之处是对这些
情绪问题的测评未能使用专门的量表，仅凭借被调
查者的自我评估。另外，不同心理情绪问题的影响

因素有可能不同［５］，受样本数限制尚不能加以分析，
有待后续相关研究加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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