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人能够投身于养老照护工作 ,从而整体提高养老照护人员的

素质与服务水平。

412　出台相关政策法规 ,规范家政服务、养老机构的经营管理

　 ①要推行家政服务市场准入制度。②要规范家政服务经营

行为 ,明确机构、从业人员与雇主之间责权利关系。③要推行

职业准入制度。国家要制订家政服务员、养老护理员岗前培训

与健康检查规范 ,明确健康检查内容 ,岗前培训时间、内容和考

核管理办法。④要推行按岗取酬的分配制度 ,使高素质、高等

级从业人员能够得到相应的报酬 ,从而吸引和留住人才。⑤要

建立从业人员社会保障制度 ,维护其合法权益 ,解除其后顾之

忧。⑥要推行家政服务企业化管理 ,使员工服务在家庭 ,考核、

分配、管理在企业。⑦要兑现兴办社会福利事业的优惠政策 ,

激励更多社会资本投入老年人社会福利事业 ,改善老年人住养

条件 ,提高从业人员素质与服务质量 ,加速福利社会化进程。

⑧要加强家政服务与养老机构经营监管和劳动执法。⑨加快

公办养老机构人事制度改革 ,彻底打破“双轨制 ”,实行竞聘上

岗 ,按岗取酬 ,同岗同酬。

413　加强从业人员职业道德与诚信教育 　这是一个特殊的职

业 ,从某种角度上讲 ,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诚信度比职业技能

更加重要 ,因此 ,要加强教育并建立从业人员诚信档案。坚决

辞退道德败坏、缺乏诚信的从业人员。

414　让老人学些与养老照护人员相处之道 　“将心比心 ”,老

人能设身处地体谅从业人员的甘苦 ,尊重从业者的劳动。

415　加快老年人服务专门人才培养 　国家要鼓励学校开办老

年人服务类专业 ,同时也要规范专业办学 ,尽快成立专业建设

指导委员会 ,组织专家制订统一培养目标、教学大纲和办学规

范 ,编写统一教材 ,使专业办学逐步走向正规化、科学化。

416　加强就业指导 　要帮助学生认清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与

专业发展前景 ,正确看待发展过程中的工资待遇问题 ,克服目

前存在的心浮气躁的短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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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卫生组织 (WHO )早在 1948年就提出健康包括身体

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功能良好。但是 ,这种整体健康观直到

近期才被人们逐渐认识和接受。然而 ,如何科学、客观、可操作

性地考察心理健康仍是难题。本文结合北京市第一届和第二

届“健康老人之星 ”的评选活动中主持心理测试工作的情况 ,简

述心理测试在老年人健康评定中的作用和应用。

1　心理测试在老年人健康评定中的作用

　　近十余年来 ,“健康老龄化 ”的理论和实践在发达国家受到

普遍的重视。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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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多

数限于理论上的讨论。作者最近完成的一项实证性研究表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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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社会活动 ;这四个因子相对独立 ,但又相互影响〔1〕。这不仅

为“健康老龄化 ”的基本要素提供了实验依据 ,而且说明心理健

康和认知效能在实现健康老龄化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根据“健康 ”的完整概念及对于“健康老龄化 ”基本要素的

分析 ,在对老年人进行健康评价的时候 ,显然不能只考察身体

健康 ,而必须同时对心理健康、认知效能及参与文体社会活动

等情况进行全面的考察。身体健康可以通过健康状况、患病及

就医等情况的自评 ,以及体检、体能 (如身高 2体重指数、脂肪指

数、握力等 )测定的客观评价 ,得到较全面的考察。心理健康和

认知效能 ,除了主观评价外 ,还应该通过测试进行客观评定 ,尤

其是认知效能。例如 ,老年人一般都感到自己的记忆不如以

前 ,但这是属于正常的年老减退 ,还是异常的病理性变化 ,靠自

我评价是无法判断的 ,必须通过严格的记忆测验才能做出正确

的评价。在科研及临床实践中经常观察到 ,记忆能力的自评结

果与测试结果往往不一致。认知效能是人脑认知和反映客观

事物的心理机能 ,除了记忆能力外 ,还包括感知觉、注意、思维、

言语等能力 ,这些能力都很难自我评定 ,必须通过规范化的测

验才能做出客观的评价。因此 ,对于心理功能 ,尤其是认知效

能 ,客观的测评比主观的自评重要得多。在临床上 ,关于心理

健康状态和认知功能障碍的诊断 ,在有条件的医院 ,标准化的

心理健康、智力、认知、记忆等量表和测验已广泛应用。但是 ,

对于心理测试在老年人健康评定中的作用还普遍认识不足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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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不够 ,并且如何科学地、客观地、可操作性地考察心理健康和

认知效能也比较困难。因此 ,有必要强调心理测试在老年人健

康评定中的重要作用 ,应引起重视 ,并期望在开展老年人健康

评定的活动中逐步推广应用。

2　心理测试在老年人健康评定中的应用

　　北京市老龄工作委员会于 2003年 7～9月和 2005年 6～8

月先后在北京开展了两届百名“健康老人之星 ”评选活动。首

先根据老年人在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人际关系

和谐、积极参与公益活动五个方面的自评结果 ,由全市的社区

基层单位评选出 1万名健康老人 ,从中评选出 200名“健康老

人之星 ”候选人 ,再请专家进行身体、心理、体能、才艺四个方面

的测试和评审 ,综合评选出 100名“健康老人之星 ”。最后的测

试和评审工作在“健康老人之星 ”评选活动中起决定性作用 ,其

中心理测试为心理功能的评价提供了客观的标准和可靠的结

果。

211　北京市第一届“健康老人之星 ”评选活动中的心理测试

工作 　我们根据多年来关于老年心理健康和认知功能研究积

累的资料和经验 ,设计了简短实用的测试材料 ,包括词语流畅

性、图形想象、倒背字词、倒背数字及应对方式共 5项分测验 ,

在北京市第一届“健康老人之星 ”评选活动中应用〔2〕,这份老

年心理测试材料是有效的 ,具有简便、易行、直观、可操作性、可

量化等特点。但是 ,进行群众性心理测试是首次尝试 ,当时由

于时间仓促 ,在测试内容的设计方面尚存在一些不足。例如 :

“倒背字词 ”与“倒背数字 ”分测验方法类同 ,测试成绩几乎相

等 ,花费了双倍的时间测验几乎相同的能力。此外 ,“词语流畅

性 ”分测验 ,“日常生活用品 ”的范围太广 ,则出现界定不够清

楚的情况。

212　北京市第二届“健康老人之星”评选活动中的心理测试工作。

21211　心理测试内容的改进 　在北京市开展第二届“健康老

人之星 ”评选活动时 ,我们针对上述问题对心理测试内容作了

进一步的修改和补充。修改后的心理测试仍包括 5项分测验 ,

测查注意、空间知觉、运动速度、记忆、言语及应对能力。其中 ,

“倒背数字 ”和“应对方式 ”2项分测验全部保留 ;“词语流畅

性 ”分测验也保留 ,但内容改为要求被试者尽快说出“蔬菜 ”的

名字 ,“蔬菜 ”的界定清楚 ,城乡老年人都很熟悉 ;增加“图像延

时回忆 ”和“数字连线 ”2项分测验 ;删除“图形想象 ”和“倒背

字词 ”2项分测验。各分测验的顺序及增加和修改的分测验的

内容如下 :分测验 1 (图像延时回忆 ) :为了适当增加难度 ,测定

延时记忆能力 ,主试者以每 4 s呈现一张图片 ,间隔 2 s,共呈现

8张图片 ,要求被试者边看边记 ,测验 5结束后再让被试者回忆

图像。回忆限时 1 m in。正确回忆一个图像得 1125分 ,满分 10

分。分测验 2 (词语流畅性 ) :要求被试者尽快说出蔬菜的名

字 ,操作和计分方法同文献〔2〕。分测验 3 (应对方式 ) :同文献

〔2〕。分测验 4 (倒背数字 ) :同文献〔2〕。分测验 5 (数字连

线〔3〕) :测定注意、空间知觉能力及运动速度。在一张纸上散在

分布 25个小圆圈 ,圈内标有数字 ,从 1至 25,要求被试从“1”开

始按次序连线 ,不可跳着连线 ,不要遗漏 ,直到“25”结束。限时

1 m in,根据完成连线数量进行评分 ,满分 10分。上述各分测验

的满分均为 10分 ,总分 50分。

21212　心理测试情况 　除了百岁老人及少数老年人因其它原

因未参加测评外 ,共 181名“健康老人之星 ”候选人参加了心理

测试 ,结果见表 1。总体居中等以上水平 ,其中 ,词语流畅性的

成绩最好 ,数字连线和图像延时回忆的成绩较好 ,应对方式、倒

背数字的成绩中等。虽然“健康之星 ”组的平均年龄 ( 7219 ±

717岁 )显著高于“非健康之星 ”组 (6915 ±614岁 ) ( t = 3115, P

< 0101) ,但“健康之星 ”组仍然在词语流畅性、应对方式、倒背

数字分测验及测验总分显著高于“非健康之星 ”组 ,可见该测试

材料具有较好的区分度。我们在测试工作中体会到 ,修改后的

心理测试材料更为全面、合理、有效、适用 ,但在操作、评分等方

面不免还有不足之处 ,期待在今后的老年人健康评定活动中再

进一步完善。

表 1　第二届“健康老人之星 ”心理测试得分 ( x ±s)

组别 图像延时回忆 词语流畅性 应对方式 倒背数字 数字连线 总分

健康之星 6181 ±1168 8121 ±11491) 5178 ±21513) 5137 ±21271) 7159 ±1185 33176 ±51652)

非健康之星 6167 ±1177 7173 ±1169 4155 ±2106 4177 ±1179 7155 ±2117 31130 ±5159
总体 6175 ±1172 7199 ±1160 5122 ±2139 5109 ±2108 7157 ±2100 32163 ±5174

　1) P < 0105, 2) P < 0101, 3) P < 01001

3　讨 　论

　　2003年我们设计了心理测试材料 ,并首次在老年人群体健

康评定活动中应用 ,可以说做了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 ,但仍存

在一些不足。2005年对该心理测试材料进行认真分析 ,做了进

一步的修改和补充 ,再次在老年人群体健康评定活动中应用 ,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北京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在整体健康观指

导下开展的两次老年人群体健康评定活动 ,大大推动了健康老

龄化和积极老龄化进程。在今后老年人健康评定活动中应将

心理测试工作做得更好 ,更规范化 ,以便于推广应用 ,也期望上

述工作为其他省市地区和单位开展有关活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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