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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心理健康程度影响因素及其对子女社会属性作用的影响

周 莹1 ( 中科院心理所，北京 10010)

〔摘 要〕 目的 探讨老年心理健康程度影响因素及其对子女社会属性作用。方法 选取 2011 年 3 ～ 6 月在北京协和医院进行健康体检的

320 名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应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分析影响老年心理健康的主要因素，并对该因素进行干预，对比研究干预前后子女社会属性的改变

情况。结果 老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中婚姻状况、对子女满意程度、现居住情况、家庭和睦情况两组间人数比例均有统计学差异( P ＜ 0. 05 ) ; 现居

住情况、家庭和睦情况是老年心理健康主要影响因素。对以上主要影响因素干预一年后子女的相关社会属性中除经济收入之外均有明显的改善，有

统计学差异( P ＜ 0. 05) 。结论 应尽可能避免老年人群中空巢家庭的产生，重视家庭成员间的和睦情况对老年心理健康的影响; 老年人良好的心理

健康状态可有效促进子女社会属性。

〔关键词〕 心理健康; 子女; 社会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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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旧较低，呈现出“未富先老”现

象，增加了老年人心理健康问题解决的难度〔1〕; 其次我国巨大

的人口基数导致巨大的老年人口总数，老年其种类繁多，增加

了其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研究的困难程度〔2〕。本次研究旨

在从老年人心理健康相关影响因素出发，研究其主要影响因素

并进行改善，对改善前后老人及子女社会属性的改变进行性

研究。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2011 年 3 月至 2011 年 6 月北京协和医院进行健

康体检的 320 名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其中 135 例诊断有心理

问题，185 例心理健康。应用自制的《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因

素调查问卷》对本次研究的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记录调查结

果。经老年人同意后取得其联系方式和家庭住址。

1. 2 研究工具

1. 2. 1 老年人心理健康诊断标准 依据《精神疾病的诊断与

统计手册》( 美国精神病学会，1994 年) 中“老年人心理问题诊

断标准”，符合以下五项以上即可判定有心理问题: ( 1) 情绪压

抑、心境低落; ( 2) 没有愉悦感，缺少活动兴趣; ( 3) 体重显著上

升或下降; ( 4) 睡眠质量降低，易出现失眠或嗜睡; ( 5 ) 精神运

动性阻滞或兴奋; ( 6 ) 有自责或自罪感，对生活感觉无意义;

( 7) 易感觉疲劳、乏力; ( 8) 时常出现死亡念头; ( 9) 集中注意力

困难，认知减退。

1. 2. 2 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因素调查问卷 通过查阅国内外

大量相关文献资料，结合老年人心理健康常见影响因素而自行

设计，经有关专家修订并预调查之后确定，其中本次研究将居

住情况划分为三个维度: 空巢家庭( 自己独住和与配偶生活) 、
主干家庭〔与子女( 包括其配偶) 同住〕、隔代家庭( 隔代同住) 。

1. 2. 3 子女社会属性调查问卷 根据我国年轻人具体情况，

结合大量相关文献资料自行设计，经有关专家修订并预调查之

后确定。

1. 3 研究方法

1. 3. 1 研究思路 见图 1。

图 1 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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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2 老年心理健康对子女社会属性作用研究 对 135 例诊

断有心理问题的老年人发放《子女社会属性调查问卷》，督促其

子女填写完毕后送回，并给予一定物质奖励，参与问卷调查子

女 126 人，有效问卷 114 份，有效率 90. 48%。对影响老年人心

理健康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干预，1 年之后进行家庭随访，再次

调查记录子女社会属性，对比干预前后子女社会属性的变化

情况。

1. 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6. 0 软件进行分析，计数资料采

用 χ2 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

2 结 果

2. 1 影响老年心理健康的相关因素分析 见表 1。老年心理

健康的影响因素中婚姻状况、对子女满意程度、现居住情况、家
庭和睦情况两组间人数比例均有统计学差异( P ＜ 0. 05) 。

2. 2 影响老年心理健康的相关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现居

住情况、家庭和睦情况是老年心理健康主要影响因素。见表 2。

2. 3 老年心理健康对子女社会属性的影响 对 82 例有空巢

家庭或家庭关系问题的心理非健康有子女的老年人进行干预，

主要干预内容为督促空巢家庭老人的子女和老人同住或定期

看望老人，在日常生活中多和老人沟通，了解其生活和内心的

需要; 对于关系不和睦的老年家庭，找专业人员化解其家庭矛

盾，并督促其子女多关心老人。结果表明，干预 1 年后子女的

相关社会属性中除经济收入之外均有明显的改善。见表 3。

表 1 影响老年心理健康的相关因素分析〔n( %)〕

调查问卷项目
心理健康组

( n = 185)

有心理问题组

( n = 135)
χ2 值 P 值

婚姻状况 已婚 76( 41. 1) 32( 23. 7) 10. 307 0. 000

分居 /离婚 60( 32. 4) 54( 40. 0)

丧偶 49( 26. 5) 49( 36. 3)

养育子女情况 无子女 24( 12. 9) 20( 14. 8) 0. 466 0. 495

有子女 161( 87. 1) 115( 85. 2)

对子女满意程度 满意 101( 54. 6) 34( 25. 2) 34. 584 0. 000

一般 53( 28. 6) 47( 34. 8)

不满意 31( 16. 8) 54( 40. 0)

现居住情况 空巢家庭 20( 10. 8) 71( 52. 6) 97. 047 0. 000

主干家庭 95( 51. 4) 36( 26. 7)

隔代家庭 70( 37. 8) 28( 20. 7)

居住环境 好 69( 37. 3) 42( 31. 1) 0. 652 0. 461

一般 62( 33. 5) 45( 33. 3)

差 54( 29. 2) 48( 35. 7)

家庭和睦情况 和睦 97( 52. 4) 25( 18. 5) 37. 584 0. 000

一般 57( 30. 8) 41( 30. 4)

不和 31( 16. 8) 69( 51. 1)

表 2 影响老年心理健康的相关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相关因素 β 值 SE Wald 值 P 值 OＲ 值 95% CI

现居住情况 0. 894 0. 426 9. 031 0. 007 0. 796 2. 814 ～ 4. 137
家庭和睦情况 0. 538 0. 175 6. 239 0. 034 0. 681 1. 905 ～ 2. 377

表 3 老年心理健康对子女社会属性的影响( n =82，n)

调查问卷项目 干预前 干预后 χ2 值 P 值

现有工作的满意程度 满意 13 39 15. 035 0. 000
一般 35 34

不满意 34 9
月人均经济收入( 元) 900 ～ 1 260 16 14 0. 442 0. 817

1 260 ～ 4 000 54 49
＞ 4 000 12 19

对事业发展的信心 很有信心 8 37 52. 803 0. 000
有信心 8 22

信心不足 51 14
根本没有 15 9

身体状况 好 47 59 2. 174 0. 027
一般 26 19

差 9 4

3 讨 论

本次研究结果提示家庭环境是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重

要因素。另外，空巢家庭及家庭氛围不和睦是应该重点解决的

问题。对该问题进行有效干预之后，对老年人子女的社会属性

影响情况研究显示，随着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改善，其子女

社会属性主要表现为对工作及人生的态度更为积极，身体状况

也有明显的改善。
导致以上结果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 1) 老年人由于年

龄因素，多数不再担任社会角色，其大部分时间在家庭度过，老

年人长期生活在不和睦的家庭中会导致焦虑、抑郁等不良心理

状态，进而产生心理疾病〔3〕; ( 2 ) 老年人由于生理机能的下降，

导致其生活自信心降低，更需要依靠，而不同居住安排子女和

老年人之间的代际支持情况有所不同，对生活满意程度的影响

也不同，主干家庭中子女和老年人之间有双向的经济支持、情
感支持，并且对老年人的日常料理效果更好，进而可以有效地

避免老年人心理疾病〔4〕; 隔代家庭中老年人通过照顾孙子女的

日常生活而体现出其生活价值，对于老年人心理健康也起到十

分有益的作用〔5〕; 以上所述在空巢家庭中均无法提供; ( 3) 老年

人心理状态改善，对于子女的心理负担减轻十分有益，可以将

更多精力放在社会行为中，对子女生活和工作态度产生积极的

影响。( 4) 子女的经济收入和教育水平、从事行业以及个人能

力有密切的关联，由于本次研究时间较短，因此经济收入水平

没有显著提高。
综上所述，居住安排和家庭氛围是影响老年心理健康的主

要因素，主干家庭、隔代家庭和良好的家庭氛围直接或间接地体

现出了子女对老年人的孝敬，有效提高了老年人心理幸福感，对

于子女提高社会属性也产生显著的作用; 相反空巢家庭和不良

的家庭氛围有悖于中国传统养老和敬老的文化，对于老年心理

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同时也会反作用于子女社会属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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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女性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影响因素

何 斌 王玉环1 陆 宁1 张 苇1 (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骨一科，新疆 石河子 832008)

〔摘 要〕 目的 分析老年女性骨质疏松( OP) 性骨折的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现场调查的方法，对 2010 年 10 月至 2011 年 7 月在石河子大学

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和石河子市人民医院住院的 60 岁及以上 OP 性骨折 252 例老年女性患者进行一对一问卷调查。结果 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

析，年龄、体质指数、父母亲髋部骨折史、当前吸烟、每日饮酒大于 3 个单位、服用肾上腺皮质激素、高血压史、类风湿性关节炎( ＲA) 病史是影响本地

区老年女性 OP 性骨折的主要因素。结论 影响本地区老年女性 OP 性骨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影响因素可为干预本地区未骨折的社区老年女性

高危人群提供科学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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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骨质疏松( OP) 性骨折的比率为 1 ∶ 1. 6〔1〕。其中 1 /4
的女性在椎体骨折后一年内会再次发生骨折〔2〕。OP 性骨折也

是导致老年人丧失自理能力的主要原因〔3〕。在中国，随着年龄

的增加，至少有 150 万妇女发生椎体骨折，女性 OP 性骨折的发

病率远远高于男性〔4〕。影响 OP 性骨折的因素有很多〔5〕包括

吸烟、饮酒等在内的可控因素〔6〕和遗传、既往骨折史、绝经等不

可控因素，本研究通过对石河子地区 252 例住院 OP 骨折老年

女性( 其中髋部骨折 119 例) ，运用 FＲAX 工具计算出其髋部骨

折的概率值并分析影响其骨折的主要因素，为下一步干预本地

区社区老年女性 OP 性骨折高危人群提供科学参考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2010 年 10 月至 2011 年 7 月在石河子大学医

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和石河子市人民医院骨科住院的脆性骨折

且符合纳入标准的老年女性 252 例。纳入标准: ①研究对象对

本调查知情同意并配合调查; 研究得到石河子大学医学院附属

医院学术伦理委员会同意; ②年龄≥60 岁; ③在石河子地区居

住≥30 年;④所有老年女性患者均有因摔倒或其他非暴力骨折

病史，有明确骨折时间及部位，且均经本院放射科 X 线片证实，

经管医生诊断并且未经过 OP 的正规治疗。排除标准: ①非 OP
性骨折患者 ②神志不清，智力障碍，无法配合完成调查者。

1. 2 调查工具 主要采用问卷调查:①WHO( 世界卫生组织)

推荐的 FＲAX 骨折风险因子评估工具: 在 FＲAX 测评工具中，

可以依据体重指数( BMI) 或股骨颈骨密度值( BMD) 结合骨折

风险因子进行风险评估，由于本地区目前还没有双能 X 线骨密

度测定仪( DXA) 设备进行 BMD 测量，故依据 BMI 进行评估。

具体 操 作: 登 陆 互 联 网 站 ( http: / /www. shef. ac. uk /FＲAX/
index. htm) 在语言栏中选择“Chinese Simplified”，随后点击中文

界面的测评系统，选择亚洲-中国-中国，出现中文界面的 FＲAX

测评工具。②自设问卷部分: 此部分问卷是在阅读大量文献的

基础上自行设计而成。Cronbach 为 0. 74，CVI 为 0. 93。问卷内

容包括: 一般的人口学特征和女性的月经史、生育史、绝经年

龄、生产次数、是否母乳喂养等。

1. 3 质量控制 调查员经统一培训，合格后方可入院调查。
在调查现场，调查员一对一询问调查。调查完毕，随机抽取 5%

的问卷检查，发现错误和遗漏项目及时补充更正。

1. 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17. 0 进行统计学分析，对数据为

计量资料的描述性分析采用 x ± s，对数据为计数资料的描述性

分析采用百分比，多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非参数检验，多因素

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

2 结 果

2. 1 一般资料 一对一发出问卷 270 份，回答完毕现场收回

252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 93. 3%。老年女性平均年龄 ( 71. 7 ±
6. 6) 岁; 民族: 汉族 243( 96. 4% ) ，维吾尔族 2( 0. 8% ) ，其他( 哈

萨克、回 族、蒙 古 族 等 ) 7 ( 2. 8% ) 。婚 姻 状 况: 已 婚 145
( 57. 5% ) ，非在婚 ( 离婚、丧偶、独居) 107 ( 42. 5% ) 。文化程

度: 文盲 121( 48% ) ，小学 96( 38. 1% ) ，初中 27( 10. 7% ) ，高中

及以上 8 ( 3. 2% ) 。目前工作情况: 在岗 0 ( 0% ) ，非在岗 ( 离

休、退休、无业) 252( 100% ) 。在职时职业: 工人 223 ( 88. 5% ) ，

国家公务员及专业技术人员 20 ( 7. 9% ) ，其他( 无业、个体、自
由职业者) 9( 3. 6% ) 。工作性质: 体力劳动为主 231 ( 91. 7% ) ，

脑力 劳 动 为 主 10 ( 4. 0% ) ，两 者 兼 有 11 ( 4. 3% ) 。月 收 入

( 元) : 无 15 ( 6. 0% ) ，＜ 1 500 元 111 ( 44% ) ，≥ 1 500 126
( 50% ) 。医疗保障: 有 241( 95. 6% ) ，无 11( 4. 4% ) 。医疗保障

属于: 基本医疗保险 170( 70. 5% ) ，劳保医疗 68( 28. 3% ) ，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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