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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比较不同养老方式下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 并分析其相关因素。方法　采用自编老年心理健康问卷, 评定对象为 441 例年

龄 55～ 106 岁集中养老者和 1 010 例年龄 55～ 96 岁北京城区居家养老者。结果　两类养老方式下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具有类似特点: 心理健康水

平有随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改善的趋势; 年龄差异不显著。居家养老者心理健康状况明显好于集中养老者。结论　两类养老方式最大区别在于养老机

构中亲情纽带作用减弱, 老年人缺少天伦之乐, 容易产生负性情绪, 使心理健康水平下降。这提示当前养老机构应重视对老年人的精神慰藉, 物质与

精神养老相结合已提到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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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m ental health of the elderly in differen t styles of p roviding fo r the aged and analyze its
rela ted facto rs. M ethods　441 sub jects w ere in the range of 55～ 106 years o ld living in the o rgan ization of p roviding fo r the aged
and 1010 sub jects w ere in the range of 55～ 96 years o ld living at hom e from Beijing urban area. T hey w ere evaluated w ith m ental
health inven to ry fo r Ch inese elderly. Results　T he characterist ics of m ental health of the elderly in differen t styles of p roviding fo r
the aged w ere sim ilar. M ental health imp roved w ith educational level increasing. T he age difference of m ental health is no t
sign ifican t. M ental health of the elderly living at hom e i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elderly living in the o rgan ization of p roviding fo r
the aged sign ifican tly. Conclusion s　L ack ing of feeling like w ith fam ily m em bers is the mo st impo rtan t difference betw een the tw o
differen t styles of p roviding fo r the aged. T he elderly living in the o rgan ization of p roviding fo r the aged easily has negative emo tion
so that the level of m ental health declines w ith it. It suggested that the o rgan ization of p roviding fo r the aged have to pay atten tion
to p sycho logical com fo rt fo r the elderly. P roviding the elderly w ith m ateria l and sp irit have been pu t fo rw ard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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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龄问题多多, 其中养老问题是关键。由于社会经济的发

展和生产方式的变化, 在城市家庭结构小型化, 由主干型向核

心型转变, 照顾老人的成员逐渐减少, 空巢家庭日益增多, 家庭

养老的功能日趋减弱; 在农村传统养老观念——“养儿防老”对

老年人的影响根深蒂固, 他们主要和儿孙在一起生活。但是, 随

着改革开放的浪潮, 农村劳动力外流, 直接冲击传统养老模式。

在此背景下, 我国养老模式应如何适应社会变革, 已成为人们

关注的热点。

鉴于我国尊老敬老的优良传统, 老年人对家庭难以割舍的

感情, 愿与儿女同住, 加上限于我国的经济实力, 不可能在全国

普遍建立养老机构。因此, 当前仍以居家养老为主, 以社区服务

为依托, 使家庭服务社会化, 以完善养老模式〔1, 2〕。目前已有一

些社会养老机构, 区办、乡办或民办的养老机构日渐增多, 对于

入住的老年人生活照料和身体健康比较重视, 但很少关注他们

的心理健康状况和心理需求。已有的养老问题研究, 也很少涉

及心理健康, 大多从社会学角度, 侧重探讨养老方式、社会保障

和具体实践方面〔3〕。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 分析比较集中养老

和居家养老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差异及其相关因素, 并为改

善心理健康状况提出建议。它不但具有很好的实践意义, 也可

为今后养老模式的转化和养老事业的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1　对象　以居住场所和养老方式的不同, 分为两组。

11111　集中养老组　对象为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 即机构

养老者在北京的社会福利院、社办和民办养老机构随机取样,

进行问卷调查, 共发放问卷 600 份, 回收有效问卷 441 份。被调

查者身体基本健康, 生活自理, 能合作回答。人口学资料: (1)年

龄: 55～ 106 岁, 分为三组; 初老年组 (55～ 59 岁)、老年组 (60～

74 岁) 和老老年组 (75 岁以上) ; (2) 性别: 男 222 人、女 219 人;

男女基本各半; (3) 教育程度: 受教育年限 5～ 16 年; (4) 职业:

包括行政干部、技术工人、工人、军人和无业者 (见表 1)。

11112　居家养老组　对象为生活在家的老年人。在北京城区

分层、整群、随机取样, 共收集有效问卷 1 010 例〔4〕。人口学资

料: (1)年龄: 55～ 96 岁, 分组同上。本组平均年龄明显小于集中

养老组, 两者差异非常显著 (P < 01001) ; (2)性别: 男 508 人、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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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集中养老与居家养老组取样情况和人口学特征 (x±s)

分组 n 平均年龄 年龄组
　55～ 59 岁　　　60～ 74 岁　　　75 岁以上　

性　　别
　男　　　　　　女　 受教育年限

集中 441 78108±8120 5 (1113% ) 130 (29148% ) 306 (69139% ) 222 (50134% ) 219 (49166% ) 12134±3179

居家 1 010 70120±7190 59 (5184% ) 655 (64185% ) 296 (29131% ) 508 (50130% ) 502 (49170% ) 5174±5178

502 人, 男女基本各半; (3) 教育程度: 受教育年限 0～ 16 年, 明

显低于集中养老组, 两者差异非常显著 (P < 01001) ; (4) 职业:

分为脑力、轻体力和重体力劳动为主者。因其分类与集中养老

组不同, 无法作比较分析。

112　方法　采用自编老年心理健康问卷作为评定工具〔5〕。该

问卷包括性格、情绪、适应、人际和认知 5 个分量表, 共 50 道题。

经检验, 问卷信度和效度均符合心理测量学要求。问卷简便易

行, 被调查者只需作“是”或“否”的选择性回答, 分数越高表示

心理健康状况越好, 满分 50。

2　结　果

211　集中养老方式下, 不同人口学特征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

21111　年龄　除初老组的“适应”分明显低于老老年组外 (P <

0105) , 总分和其余分量表分的年龄差异均不显著 (见表 2)。

21112　性别　除“性格”分女性高于男性和“认知”分男性高于

女性, 差异显著外 (分别 P < 0105 和 0101) , 总分和其余分量表

分的性别差异均不显著 (见表 3)。

21113　教育程度　见表 4。(1)总分: 随教育程度提高而明显上

升, 总的差异非常显著 (F = 111658, P < 01001)。不同教育程度

之间总分的差异显著性不同, 初中及以下与大专相比, 差异非

常显著 (P < 01001) ; 初中及以下、高中、大专与本科相比, 差异

均非常显著 (P < 01001) ; 只有高中与初中及以下、大专差异不

显著。 (2) 分量表分: 随教育程度提高而明显上升, 除“人际”分

外, 教育程度的差异总的均非常显著 (分别 P < 01001 或 0101)。

21114　职业　见表 5。除“人际”和“认知”分外, 总分和其余分

量表分的职业差异总的均非常显著 (P < 01001) , 行政干部和技

术工人好于工人和无业者。

212　集中养老方式下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相关因素分析　以心

理健康总分为因变量, 年龄、性别、教育程度为自变量, 进行多

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三个因素中只有教育程度进入方程 (Beta

01248, t= 51628, P < 01001)。

213　集中养老与居家养老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比较

21311　两类养老方式下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比较　集中养老

组的总分和 5 项分量表分均明显低于居家养老组, 差异均非常

显著 (P < 01001) (见表 6)。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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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40±13107 4175±0150 2150±1191 5175±1171 6150±2138 4100±0182
老年 34196±10120 5154±1181 4153±2142 8127±2168 7129±2151 3197±2117
老老年 34181±9195 5141±1186 4161±2141 8147±2158 7115±2143 3172±2101

F 01062 01501 11533 21315 01302 01633
P 01285 01606 01217 01100 01739 01531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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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42±8121 5114±1179 4160±2138 8123±3162 6199±2148 4103±2100
女 28176±8126 5152±1187 4141±2143 8136±2158 7119±2141 3152±2105
t 01786 21181 01822 01537 01802 21699

P 01432 01030 01412 01591 01423 01007

表 4　不同教育程度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比较 (x±s)

教育程度 n 总分 性格 情绪 适应 人际 认知

初中及以下 83 26107±7131 4175±1175 3178±2114 7155±2140 6185±2133 3132±1188
高　中 100 28109±7167 5107±1188 3192±2123 8100±2137 7113±2136 3176±1195
大　专 151 29102±8134 5126±1188 4164±2138 8129±2186 6195±2151 3179±1188
本　科 107 32197±8100 6119±1149 5160±2144 9126±2130 7145±2154 4129±2139

F 111658 121299 121608 71957 11131 31808
P 01001 01001 01001 01001 01336 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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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同职业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比较 (x±s)

职业 n 总分 性格 情绪 适应 人际 认知

行政干部 80 31192±9106 5192±1170 5161±2137 8177±2179 7119±2173 3186±2122
技术工人 106 30195±8192 5192±1183 4191±2156 8191±2160 7133±2151 3197±2129
工　人 162 28157±8108 5106±1188 4131±2145 8118±2168 7107±2149 3185±1191
军　人 6 27104±5194 4150±0155 3183±1147 7120±2128 6183±2114 4167±1121
无业者 87 26129±6109 4173±1163 3173±1187 7158±2115 6179±2115 3145±1186

F 61012 91148 71854 41502 01621 11272
P 01001 01001 01001 01001 01648 01280

表 6　集中养老与居家养老组心理健康状况比较 (x±s)

养老组 n 总分 性格 情绪 适应 人际 认知

集中 441 29146±8127 5144±1183 4157±2142 8139±2161 7118±2145 3179±2105
居家 1010 34120±8142 6109±1167 5117±2176 9151±2133 8139±2172 4158±2148

t 8164 6116 3197 7145 7177 6106
P 01001 01001 01001 01001 01001 01001

21312 　控制年龄和教育因素后, 两类养老方式下老年人心理

健康状况比较　因两组年龄和教育程度差异非常显著, 因此将

年龄和教育程程度作为谐变量, 进行控制后再作分析。结果表

明: 总分和 5 项分量表分仍是集中养老组明显低于居家养老

组, 差异非常显著 (P < 01001)。

3　讨　论

心理健康是指心理活动和心理状态的健康, 心理健康与身

体健康密切相关, 已有很多研究表明了心身的相互作用。随着

人口老龄化的到来, 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也倍受重视, 这标志社

会的很大进步。目前已有一些相关的调查研究, 但对象大多为

居家养老者。

作者在老年心理健康已有的研究中表明: 除 75 岁以上老

老年组心理健康状况的某些方面较差外, 总的年龄差异不明

显; 性别差异显著, 男性好于女性; 心理健康状况有随教育程度

的提高而改善的趋势, 高学历者好于低学历者; 主要从事脑力

职业者好于体力职业者。

本研究可见, 集中养老的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除性别差异

总的不显著外, 其余与上述情况基本类似。这表明不同养老方

式下, 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特点相似, 有其共性。但进一步分

析发现, 控制年龄和教育因素后, 总分和 5 项分量表分仍是集

中养老组明显低于居家养老组。这一点值得深思。

两类养老方式最根本的区别在于集中养老者离开了家庭,

与亲人不在一起生活。尽管他们与家人也有来往 (如: 定期探

望) , 但缺少绕膝之欢、天伦之乐, 与子女难以及时进行情感交

流、心理沟通, 亲情纽带的力量逐渐减弱, 人际关系不再是单纯

的亲缘关系。加上有的养老机构的管理和设施尚不够健全, 精

神文化生活不够丰富, 其中性格较内向的老年人又不善于主动

与人交往等等。凡此种种, 老年人容易产生孤独、寂寞、焦虑、抑

郁等负性情绪, 久而久之, 轻则影响心情, 重则影响健康。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 (M aslow , 1970) 提出人类需求分

层, 由低级到高级分为五个层次: 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 (基本生

存需求) , 爱和尊重 (心理需求) 以及自我实现需求。人到老年,

依然存在上述需求。本研究中养老机构的物质条件和生活照料

较好, 入住者生存需求得到满足, 但可能深层次的心理需求和

自我实现需求未能满足, 从而影响老年人的心情, 降低了心理

健康水平。其中最主要的是缺乏知心人谈心, 人际交往减少, 容

易产生负性情绪; 此外, 又由于他们体力不足, 脑力活动较少,

引起脑功能减退, 逐渐产生“老而无用”和消极养老的想法, 这

正表明养老机构中重视精神慰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6〕。老年人

不但需要生活照料, 还需要精神照料, 要主动关注老年人身心

两个方面, 给予亲人般的关怀和体贴, 以热情、友情弥补亲情,

满足他们感情与尊重的需要; 只有将物质与精神养老相结合,

提高精神文化生活质量, 才能使老年人尽快适应养老模式的转

换, 愉快地生活在养老机构中。

本工作得到北京市民政局社会福利管理处大力支持, 特此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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