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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龄老人的心理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李德明①　陈天勇①　吴振云①

【摘 　要 】目的 : 分析我国高龄老人的心理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 依据北京大学老龄健康与家庭研

究中心 2002年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调查数据库 , 分析高龄老人的心理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结果 : 大多数高

龄和低龄老人 (6519% - 9819% , 中位数 9311% ) 心理状况的评分在一般及以上 , 其中生活满意度的评分

随增龄呈增高趋势 , 心理特点的评分随增龄明显下降。受教育程度高、居住在城市、主要经济来源靠自己或

配偶的退休金以及住养老院的高龄老人生活满意度和心理特点的评分相对较高 (平均分 > 3182, F = 34119

～ 190188, P < 01001) , 男性的心理特点评分高于女性 (3175 ±0158 /3159 ±0159, F = 151104, P < 01001) ,

与配偶同住者的心理特点评分高于无配偶同住者 ( 3181 ±0157 /3162 ±0159, F = 139166, P < 01001)。对于

三个方面社会支持 , 来自社会工作者的高龄老人生活满意度评分最高 (平均分为 3182 ～ 3191, F = 46199～

71149, P < 01001) , 社会支持主要来自于配偶的高龄老人心理特点评分最高 (平均分为 3182 ～ 3185, F =

29131～42155, P < 01001)。结论 : 当前我国大多数高龄老人的心理状况较好 , 人口学变量和社会支持等是

影响高龄老人心理状况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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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 bjective: To analyze mental status of the oldest2old in China and its related factors1M ethod: A

large data set derived from Chinese Longitudinal Healthy Longevity Survey in 2002 was analyzed, which including 11,

175 oldest2old ( aged 80 and above) and 4, 845 young2old ( aged 65 to 79) 1Results: The average rating scores of

life satisfaction and mental characteristics in Chinese oldest2old were well above the neutral level (6519% - 9819% ,

with median of 9311% ) 1The life satisfaction slightly increased with age, while the scores of mental characteristics

decreased with age apparently1Both life satisfaction and mental characteristics were better for elderly with well2educat2
ed, residence in city, main financial source from pension, and living in elderly room ( F = 34119～190188, P <

01001) 1Mental characteristics wee better for male elderly as compared with female elderly ( 3175 ±0158 /3159 ±

0159, F = 151104, P < 01001) , and were better for elderly living with spouse as compared with living alone (3181

±0157 /3162 ±0159, F = 139166, P < 01001) 1 In addition, with spouse as compared with living alone ( 3181 ±

0157 /3162 ±0159, F = 139166, P < 01001) 1 In addition, life satisfaction was best for elderly with social supports

from social workers as compared with from other sources (3182～3191, F = 46199～71149, P < 01001) , and men2
tal characteristics were best for elderly with social supports from fam ily members as compared with from other sources

(3182～3185, F = 29131～42155, P < 01001) 1Conclusion: The mental status of most oldest2old in China was rel2
atively high, and its related major factors were demographic variables and social supports1

【Key words】　the oldest old; mental status; life satisfaction; cross2sectional study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 , 我国面对老龄问题

的挑战愈加严峻。尤其值得关注的是 , 我国高龄人口

增加的速度明显快于老龄人口增加的速度 [ 1 ]。高龄

老人是老年人中的重要群体 , 但目前国内有关高龄老

人心理状况的研究甚少。本文以北京大学老龄健康与

家庭研究中心提供的 2002年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调

查数据库 , 着重分析中国高龄老人的心理状况及其影

响因素。

1　对象与方法

111对象 　2002年在全国 22个省、自治区和直

辖市大约一半以上的县、市 , 调查所有百岁老人、人

数和性别大致相匹配的 80 - 99岁的高龄老人 , 以及

随机抽样 65 - 79岁的低龄老人。该调查是目前在发

416 Chinese Mental Health Journal, Vol 21, NO19, 2007

①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 , 北京 100101



展中国家开展的最大的纵向研究项目 , 取样具有较好

的代表性 [ 2 ]。入户调查 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 11175

人 (80 - 89岁 4239人、90 - 99岁 3747人、100 -

120岁 3189人 , 平均 9217 ±416岁 ) , 其中男性 4388

人 (3913% ) , 女性 6787人 (6017% ) ; 65 - 79岁的

低龄老人 4845人 (平均 7210 ±413岁 ) , 其中男性

2432人 ( 5012% ) , 女性 2413 人 ( 4918% )。共计

16020人 , 其中男性 6826名 , 女性 9194名。受教育

情况 : 文盲 9854人 , 小学 4502人 , 中学以上 1558

人 , 情况不详的 106人。居住地 : 城市 3836人 , 镇

3538人 , 农村 8646人。

112方法 　由北京大学老龄健康与家庭研究中心

设计中国老年人健康状况调查问卷并完成调查。有关

心理状况包括生活满意度和 7道心理特点的问题 , 即

“遇事是否想得开 ”、“是否喜欢干净整洁 ”、“是否经

常感觉紧张害怕 ”、“是否经常觉得孤独 ”、“自己的

事是否自己说了算 ”、 “是否觉得越老越不中用 ”、

“是否觉得与年轻时一样快乐 ”, 扼要反映老年人的

应对能力、行为方式、情绪、自立和老化态度等 5个

方面的心理特点。所有问题均按 5级评分 , 并将负向

计分转化为正向计分 , 即高分为好 , 低分为差。

社会支持包括 3 道题 , 即 “平时与谁聊天最

多 ”、“有心事最先向谁说 ”、“遇到问题或困难最先

找谁解决 ”, 其选项均为 : 配偶、家人亲属、朋友邻

居、社会工作者、无人。

113统计方法 　χ2 检验、方差分析、秩和检验

等。

2 结 果

211调查样本的缺省值分析

未能全部回答 8道心理状况问题者 2511人 (占

总人数的 1517% )。缺省值的比例随年龄的增高而增

大 , 80岁以上高龄老人缺省值的比例为 2018%。进

一步的分析表明 , 被调查者未回答心理状况问题的主

要原因是听觉障碍、智障或其他疾病 ( 1834人 , 占

缺省值总人数的 7310% ) , 以及文盲 ( 1888人 , 占

缺省值总人数的 7512% )。两种原因相互重叠 , 囊括

了缺省值总人数的 7911%。

212高龄与低龄老人心理状况比较

表 1　高龄与低龄组老人心理状况各题评分比较 ( % )

项目
高龄组 (N = 11175)

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好

低龄组 (N = 4845)

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好
Z值 P值

生活满意度 111 613 3113 4713 1410 017 516 3514 4410 1412 - 1194 01052
心理特点
　遇事想得开 014 417 1812 6614 1012 015 412 1711 6616 1116 - 2189 01004
　喜欢干净整洁 011 119 2411 6016 1313 011 110 2212 6118 1419 - 4131 01000
　感觉紧张害怕 112 412 2317 3517 3512 110 314 1919 3612 3915 - 6138 01000

　经常觉得孤独 213 711 2712 3012 3312 118 415 2011 3112 4214 - 13114 01000
　自己事自己做主 518 1219 2518 2514 3010 316 716 1719 2612 4418 - 19169 01000
　越老越不中用 1012 1815 3811 1811 1511 811 1216 3515 2118 2210 - 13167 01000

　与年轻时一样快乐 818 2513 2511 1213 2815 718 2119 2411 1312 3311 - 6156 01000

　　从图 1可以看出 , 老年人 4个年龄组生活满意度

和心理特点的评分均在中上水平 ; 其中 , 生活满意度

随增龄呈增高趋势 ; 而心理特点评分随增龄明显下

降。表 1 进一步显示 , 大多数高龄和低龄老人

( 6519% - 9819% , 中位数 9311% ; 前 5 题高于

90% , 后 3题低于 90% ) 心理状况 8道题的评分在

“一般 ”及其以上。秩和检验表明 , 高龄与低龄组心

理特点 7道题的评分差异显著 , 生活满意度评分差异

接近显著。高龄组对心理特点 7道题选择 “好 ”或

“较好 ”的比例小于低龄组 (分别为 3312% -

7616% , 中位数 6314% ; 4318% - 7812% , 中位数

7316% ) , 选择 “一般 ”的比例大于低龄组 (分别为

1812% - 3811% , 中位数 2511% ; 1711% - 3515% ,

中位数 2011% ) , 选择 “差 ”或 “较差 ”的比例基

本上也都大于低龄组 (分别为 210% - 3411% , 中位

图 1　老年人心理状况评分的增龄变化

数 914% ; 111% - 2917% , 中位数 613% )。

213人口学变量对高龄老人心理状况的影响

表 2高龄老人的人口学变量数据显示 , 与低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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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相比 , 高龄老人女性的比例较高 (6017% /4918% ,

χ2
= 168187, P = 01000 ) , 文 盲 的 比 例 较 高

(6712% /4815% , χ2
= 561169, P = 01000) , 自己有

经济来源、与配偶同住的比例很低 (1515% /4714% ,

1611% /5919% , χ2 = 1383145、 3126143, 均 P =

01000) , 以及独居和住养老院的比例略高 ( 1410% /

1213% , 6% /212% , χ2
= 106167, P = 01000)。

方差分析表明 , 人口学变量对高龄老人生活满意

度和心理特点影响的趋势基本一致。其中 , 教育程度

高、居住在城市、主要经济来源靠自己或配偶的退休

金 , 以及住养老院的高龄老人生活满意度和心理特点

的评分相对较高 , 与其他组的高龄老人相比差异显

著。此外 , 男性的心理特点评分显著高于女性 , 与配

偶同住者的心理特点评分显著高于无配偶同住者。各

人口学变量的影响相对独立 , 不存在统计学意义的交

互作用。

人口学变量对低龄老人心理状况的影响基本类

似。所不同的是 , 生活满意度和心理特点评分都是与

家人同住的低龄老人最高 , 养老院组居中 , 独居组最

低。

表 2　人口学变量对高龄老人心理状况的影响 ( x ±s)

人口学变量 组别 (N ) 生活满意度 F值 P值 心理特点 F值 P值

性别 男 (4388) 3168 ±0182 1191 01167 3175 ±0158 151104 01000
女 (6787) 3166 ±0184 3159 ±0159

教育程度 文盲 (7509) 3164 ±0184 34119 01000 3160 ±0158 130111 01000
小学 (2729) 3167 ±0182 3173 ±0158
中学以上 (836) 3190 ±0183 3193 ±0158

城乡居住 城市 (2653) 3182 ±0185 61167 01000 3186 ±0159 190188 01000
镇 (2584) 3169 ±0183 3167 ±0158
农村 (5938) 3159 ±0182 3156 ±0157

经济来源 自己或配偶 (1728) 3185 ±0182 79163 01000 3191 ±0157 180187 01000
家人或亲戚 (8318) 3166 ±0181 3160 ±0158
政府或其他 (1129) 3143 ±0193 3164 ±0159

养老方式 家人 (8979) 3171 ±0181 138140 01000 3167 ±0158 37181 01000

养老院 (633) 3185 ±0177 3175 ±0159
独居 (1563) 3134 ±0191 3153 ±0161

是否与配偶同住 是 (1796) 3164 ±0184 1159 01207 3181 ±0157 139166 01000
否 (9379) 3167 ±0183 3162 ±0159

表 3　社会支持对高龄老人心理状况的影响 ( x ±s)

社会支持 组别 (N ) 生活满意度 F值 心理特点 F值

聊天最多 配偶 (1271) 3165 ±0184 46199 01000 3182 ±0157 52105 01000
家人亲属 (5596) 3175 ±0178 3162 ±0157
朋友邻居 (2852) 3160 ±0187 3170 ±0159

社会工作者 (198) 3190 ±0173 3172 ±0157
无人 (119) 3136 ±0193 3144 ±0164

心事向谁说 配偶 (1388) 3164 ±0184 71149 01000 3183 ±0157 42155 01000
家人亲属 (7579) 3173 ±0179 3164 ±0157
朋友邻居 (927) 3148 ±0190 3163 ±0161

社会工作者 (246) 3191 ±0175 3172 ±0156
无人 (921) 3126 ±0198 3148 ±0168

困难求助 配偶 (740) 3160 ±0186 76178 01000 3185 ±0158 29131 01000
家人亲属 (9314) 3170 ±0180 3165 ±0158

朋友邻居 (233) 3122 ±1102 3153 ±0160
社会工作者 (469) 3182 ±0183 3175 ±0160
无人 (330) 2196 ±1103 3145 ±0171

　　214社会支持对高龄老人心理状况的影响

表 3显示高龄老人对 3个问题求助最多的都是家

人亲属 , 而低龄老人往往依靠配偶的比例多一些

(分别为 4412% , 5012% , 3212% )。此外 , 高龄老人

依靠社会工作者的比例较低龄老人略高。方差分析表

明 , 有人聊天、有人诉说心事、有人帮助解决问题或

困难的高龄老人 , 其生活满意度和心理特点的评分显

著高于无人聊天、无人诉说心事、无人帮助解决问题

或困难的高龄老人。进一步看 , 生活满意度评分最高

的是上述支持主要来自于社会工作者的高龄老人、其

次是支持来自于配偶、家人亲属和朋友邻居的高龄老

人 ; 而心理特点评分最高的是上述支持主要来自于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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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的高龄老人、其次是支持来自于社会工作者、家人

亲属和朋友邻居的高龄老人。无人聊天和无人诉说心

事的高龄老人的比例均接近 10% , 无人帮助解决问

题或困难的高龄老人比例为 3%。

社会支持对低龄老人心理状况的影响与高龄老人

基本类似 , 但低龄老人生活满意度和心理特点评分最

高的社会支持均来源于配偶。

3 讨 论

北京大学老龄健康与家庭研究中心设计的问卷涵

盖面广 , 内容丰富全面。并于 1998年开始在全国对

高龄老人的健康长寿状况进行抽样调查 , 2002年第

三次调查除了高龄老人外 , 还增加了 65 - 79岁的低

龄老人。该项调查取样科学 , 调查中较大的缺省值与

部分老年人 (特别是高龄老年人 ) 存在听觉等障碍

且不识字有关。总的来看 , 该项调查的相关数据可

靠 , 有较好的代表性。问卷中有关心理状况的项目虽

不多 , 但包括生活满意度和五个方面的心理特点 , 可

以概括高龄老人心理状况的基本情况。因此 , 本文的

分析结果大致反映当前我国高龄老人的心理状况及其

主要影响因素。

本研究表明 , 当前我国大多数高龄老人的心理状

况居中上水平 , 生活满意度随增龄呈上升趋势 , 而心

理特点的评分随增龄明显下降 , 评价 “好 ”或 “较

好 ”的比例下降 , 评价 “一般 ”的比例增多。对国

内 7个城市 2225例 60 - 99岁老年人心理状况的研究

结果表明 , 大多数城市老年人的心理状况较好 , 生活

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较高 , 其物质生活满意度随增龄

有所增高 , 而精神生活满意度随增龄有所下降 , 心情

为平静满足的比例随着年龄的增高而增高 [ 3 ]。李娟

等对北京城区 55 - 96岁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

结果表明 , 北京城区老年人的心理健康评分随增龄呈

下降趋势 , 但始终保持在中上水平 [ 4 ]。综合这些结

果说明 , 我国大多数高龄老人的心理状况较好 , 其心

态随着年龄的增高而更趋于平静满足。提示较好的心

理状况和平静满足的心态 , 可能是高龄老人健康长寿

的重要原因之一。高龄老人具有这样的心理特点 , 可

能与他们一个世纪左右丰富沧桑的生活阅历有密切的

关系。

本研究发现 , 性别、教育、是否与配偶同住等人

口学因素对高龄老人的心理状况有显著的影响 , 与以

往对老年人的研究结果一致 [ 5 - 7 ]。需要注意的是 : 经

济靠政府或其他来源的高龄和低龄老人生活满意度的

评分都低 , 提示来自于政府相关机构的经济支持目前

还不能确保经济困难的老年人满意。此外 , 住养老院

的高龄老人比例虽不大 ( 517% ) , 但他们的生活满

意度和心理特点的评分最高 , 提示在养老院安度晚年

对于某些高龄老人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选择。研究结果

还显示 , 农村高龄老人的心理状况评分显著低于城镇

高龄老人 , 这与胡军生等关于我国农村老年人的主观

幸福感远较城市老年人低的研究结果一致 [ 8 ]。我国

农村老年人数远多于城镇老年人数 , 他们的生活和心

理状况需要全社会给予更多的关心和帮助。

需要指出的是 , 高龄老人的心理状况受社会支持

的影响显著 , 除了家人亲友外 , 社会工作者 (比例

虽不大 ) 的帮助对于改善高龄老人的心理状况也起

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 , 以及老龄

化、高龄化和家庭小型化的迅速进程 , 社会工作者的

作用必然会更加重要。遇困难时无社会支持的高龄老

人的生活满意度很差 , 这部分高龄老人应是社会工作

者关心和帮助的重点。
致谢 : 北京大学老龄健康与家庭研究中心提供 2002年 《中国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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