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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研究健康老龄化的基本要素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应用验证性因子分析、路径分析和结构方程建模等方法分析健康老龄化

的基本要素及其影响因素。结果 　健康老龄化的基本要素是身体健康、心理健康、认知效能和文体活动 ;心理健康受主观因素的影响远大于受客观

因素及一般人口学变量的影响 ;认知效能主要受年龄和教育因素的影响 ;身体健康和文体活动有各自不同的影响因素。结论　健康老龄化的 4种基

本要素相对独立 ,分别受不同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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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 bjective　To analyze the p rimary essentials of healthy aging and their related factors. M ethods　The p rimary essentials
of healthy aging and their related factors were analyzed by validated factor analysis, path analysis and structure equation modeling. Results　
①The p rimary essentials of healthy aging were physical health, mental health, cognitive efficiency and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②Mental health
was p rimarily related to the subjective factorsmore than objective factors and common population variable, cognitive efficiency was only signif2
icantly influenced by age and education, while physical health and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were influenced by other factors. Conclusion s　
There are four p rimary essentials of healthy aging, which are relatively independent and relate to different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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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老龄化 ”的理论和实践在发达国家受到普遍重视 ,国

内有关专家对于如何评价和实现健康老龄化的探讨也十分活

跃〔1～4〕。但多限于理论上的讨论 ,循证性的研究尚少。本项工

作以作者对城市老年人群的认知能力测验、心理健康问卷、身

体健康和生活等情况调查的数据为材料 ,分析健康老龄化的基

本要素及其影响因素 ,进行实证性的研究。

1　资料与方法

111　对象 　在北京市六个单位和社区随机取样 251人 ,完成

认知能力测验和问卷调查。50～59岁 62人 , 60～69岁 71人 ,

70～79岁 68人 , 80～89岁 50人 ,男 118人 ,女 133人。职业 :

科技 74人 ,文教 66人 ,行政管理 62人 ,其他 49人 ;教育程度 :

小学 12人 ,中学 88人 ,大专以上 151人 ,各年龄组之间教育程

度基本匹配〔平均受教育年限 (1317 ±219)年 〕;婚姻状况 :已婚

(含再婚 ) 206人 ,离异、丧偶及未婚 45人。

112　测验和问卷材料 　以“基本认知能力测验 ”〔5〕测评认知

效能 ,以“老年心理健康问卷 ”〔6〕、“应对方式调查表 ”〔7〕、“社会

支持评定量表 ”〔8〕,以及自行设计的基本情况调查表 ,包括健康

自评、患病数 (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病、糖尿病、骨关节病及

其他重要疾病数 )、就医情况 (近一年来的看病次数 )、锻炼情

况、锻炼项目、情趣项目、智力活动项目、经济收入、生活方式、

生活满意度等内容 ,以等级评定或内容项目数进行调查 ,收集

上述信息。

113　分析方法 　应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探讨健康老龄化的基本

要素及相互关系 ;应用多元回归分析、路径分析和结构方程建

模方法分析健康老龄化各基本要素的主要影响因素。

2　结 　果

211　健康老龄化的基本要素 　对测验和问卷调查数据的探索

性因子分析发现 ,健康老龄化存在 4个基本要素 ,即身体健康、

心理健康、认知效能和文体活动。应用 L isrel软件对健康老龄

化的 4个基本要素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 ,含有 4个

因子的模型对实验数据拟合很好 (χ2 = 52125, df = 84, RMSEA =

0100) ;并且 , 4个因子之间的相关较弱 ,其路径系数均不显著 ( t

值从 0112到 1163, P > 0105) ,表明上述 4个因子是健康老龄化

相对独立的 4个基本要素 (图 1)。

212　身体健康的主要影响因素 　以健康自评为因变量 ,其他

相关因素为自变量 ,进行多元回归分析。采用逐步进入法 ,按

其重要性依次进入回归方程的变量是 :患病数、心理健康总分、

就医情况、体育锻炼、经济收入、锻炼项目数 ,上述变量对健康

自评总变异的解释量为 37%。

213　心理健康的主要影响因素 　以心理健康总分为目标变

量 ,应用 SPSS软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进行路径分析 (图

2)。结果表明 ,心理健康受一般人口学变量、客观因素和主观

因素三方面的影响。该模型对心理健康总变异的解释量为

56%。进一步的分析表明 ,如果单独以某一方面变量进入回归

方程 ,对心理健康的解释量分别为 :主观因素 55% ,客观因素

21% ,一般人口学变量 4%。这说明主观因素对心理健康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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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健康老龄化 4个基本要素的验证性因子分析

响远大于客观因素和一般人口学变量的影响。在主观因素中 ,

“消极应对 ”对于心理健康的负作用 (路径系数为 - 0146)明显

大于“积极应对 ”对于心理健康的正作用 (路径系数为 0127)。

在客观因素中 ,人际交往情况对于各种满意度、应对方式和心

理健康均起重要作用。

214　认知效能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建模 　应用 L ISREL软件

对认知功能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结构方程建模 (图 3)。模型

的拟合指标合格 (χ2 = 13194, df = 7, RMSEA = 0106)。该模型表

明 ,年龄和教育因素是认知效能的两个主要影响因素。

215　文体活动的主要影响因素 　以文体活动项目数 (锻炼项

目数与情趣项目数合并 )为因变量 ,其他相关因素为自变量 ,进

行多元回归分析。采用逐步进入法 ,按其重要性依次进入回归

方程的变量是 :客观支持、性别、智力活动项目数、人际交往、经

济收入、健康自评 ,上述变量对文体活动项目数总变异的解释

量为 23%。其中 ,女性和经济收入较低的老年人文体活动项目

数较多。

图 2　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的路径分析

图 3　认知效能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

3　讨 　论

验证性因子分析表明 ,健康老龄化的基本要素包括身体健

康、心理健康、认知效能和文体活动 4个方面。将认知效能提

取出来 ,与其他 3种成分相对独立 ,说明认知效能在健康老龄

化概念中具有重要意义。30多年前 , Baltes提出“成功老龄化 ”

的概念 ,指标包括长寿、身体健康、心理健康、认知效能、社会功

能、个人调控和生活满意度〔9〕。这与“健康老龄化 ”的内涵基本

一致 ,但“成功老龄化 ”将认知效能明确提出来 ,表明其重要意

义。从实践上看 ,老年期痴呆是威胁老年人健康的主要疾病 ,

随着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及高龄化 ,这种威胁将越来越大。因

此 ,重视认知效能在实现健康老龄化目标中的作用是非常必要

的。文体活动实际上反映了老年群体的社会功能。社会功能

包括的内容很广泛 ,我们在调查中也涉及了其他的一些内容

(如工作情况、智力活动等 ) ,但均因不具有代表性而无法纳入

模型。因此 ,上述结果为“健康老龄化 ”的概念提供了重要的实

验依据。

健康老龄化的 4个基本要素分别受不同因素的影响 ,从心

理健康影响因素的路径分析来看 ,主观因素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远大于客观因素和一般人口学变量的影响 ,这与 Sm ith等对老

年人总幸福感 (overall well2being)影响因素的研究结果相类似。

Sm ith等对德国 70～100岁老年人总幸福感影响因素路径分析

结果表明 ,主观因素对总幸福感的影响较客观因素和社会人口

学变量更为直接和重要〔10〕。这些研究结果提示 ,无论客观情况

如何 ,主观态度是调适心理健康的关键因素。许淑莲在 Bal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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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老龄化模型基础上 ,进一步修正和补充为健康老龄化模

型 ,其关键过程是通过积极的自我调节及其与社会保障和社会

支持的相互作用 ,将面临的客观前提条件 (包括生理和心理的

各个方面 )转变为有成效的生命〔2〕。上述的理论和实验研究一

致表明 ,积极的自我调节是实现健康老龄化目标的核心环节。

在影响心理健康的主观因素中 ,“消极应对 ”对于心理健康

的负性作用明显大于“积极应对 ”对于心理健康的正性作用。

该结果提示 ,当老年人遇到负性生活事件时 ,应善于调适心态 ,

尽量避免消极的应对方式 ,从而达到健康的心理状态。在客观

因素中 ,值得注意的是人际交往情况对于各种满意度、应对方

式和心理健康均起重要作用 ,提示老年人要广交朋友 ,在真诚

的人际交往中获得友情、帮助和宽慰 ,这对于适应生活、积极应

对生活事件 ,以及促进心理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认知效能主

要受年龄和教育因素的影响 ,与我们过去建立的认知年老化模

型相一致〔11〕。有关研究还表明 ,教育是延缓老年期痴呆的一个

重要影响因子 ,提示老年人在锻炼身体的同时 ,还应注意脑功

能的锻炼 ,积极接触新事物 ,学习新知识。身体健康状况主要

受患病数、心理健康、就医情况、体育锻炼、经济收入和锻炼项

目数的影响 ;文体活动情况主要受客观支持、性别、智力活动项

目数、人际交往、经济收入和健康自评的影响。在实际生活中 ,

影响健康老龄化的其他因素还很多 ,尚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 ,健康老龄化不只是个人和群体可能实现的

目标 ,而且是一项全民性保健的社会系统工程 ,因此 ,政府在这

方面负有不可替代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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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在碱烧伤角膜新生血管中表达的研究

陈嘉宁 　黄巧玲 　姜文浩 　 (深圳市龙岗中心医院 ,广东 　深圳 　518116)

　　〔摘　要〕　目的　观察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VEGF)在角膜新生血管中的表达 ,探讨其在角膜新生血管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方法 　碱烧伤法制

作大鼠角膜新生血管模型 ,采用免疫组化及 RT2PCR法分别检测促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VEGF蛋白和 VEGF mRNA的表达。结果　碱烧伤 4d后 ,实验

组大鼠角膜新生血管生成。活化的 VEGF的表达在新生血管的形成过程中有一动态变化 ,即伤后早期显著增加 , 4 d时最高 , 7 d后开始回落。结论

　炎症性角膜新生血管形成早期过程中 ,多种促血管生成因子如 VEGF显著活化 ,在角膜新生血管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　角膜碱烧伤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VEGF;新生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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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膜碱烧伤后所伴有的角膜新生血管 ( corneal neovascular2
ization, CNV)常严重影响视力 ,治疗上极为棘手〔1〕。众多研究

表明 ,多种促血管生成因子参与新生血管形成。而角膜碱烧伤

后角膜新生血管的机制目前尚未完全明了。本文通过大鼠碱

烧伤角膜新生血管模型 ,拟探讨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VEGF)在

CNV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了解新生血管的形成机制 ,为临床治

疗 CNV打下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1　动物模型的建立和分组 　健康 24月龄 SD大鼠 30只 ,体

重 250 g左右 ,雌雄兼有 ,随机分成 6组 ,每组 5只。用 10%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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