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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地震灾区老年人的抑郁情绪和生活满意度及其相关因素调查

吴胜涛 1 　李 　娟 　祝卓宏 2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老年心理研究中心 ,北京 　100101)

　　〔摘　要〕　目的　探讨 5·12地震灾区老年人的抑郁情绪、生活满意度及其相关因素。方法　5·12地震后 8个月 ,采用 Scl290抑郁分量表、躯

体化分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以及心理韧性量表和社会支持量表对灾区的 70名老年组被试和 139名青年对照组被试进行施测。结果 　灾区老年人

的抑郁得分略高于青年人 ( t = 1168, P = 0109) ,躯体化得分显著高于青年人 ( t = 31198, P < 0101) ,生活满意度得分显著高于青年人 ( t = 6120, P <

01001) ,老年人的心理韧性得分也显著高于青年人 ( t = 3111, P < 0101) ,而社会支持得分显著低于青年人 ( t = - 3129, P < 0101) ;心理韧性正向预测

生活满意度 (β= 0134, P < 01001) ,而与抑郁、躯体化无关 ,社会支持负向预测抑郁情绪 (β= - 0133, P < 01001) ,同时正向预测生活满意度 (β=

0119, P < 01001)和韧性 (β= 0122, P < 01001)。结论　与灾区青年人相比 ,灾区老年人同时表现出较高的抑郁情绪、躯体化和较高的生活满意度 ,这

与老年人拥有较低的社会支持和较高的心理韧性有关 ,但心理韧性并不能帮助他们缓解抑郁情绪和躯体化 ,甚至还受到社会支持减少的潜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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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 tion of depression, life sa tisfaction and rela ted factors of the elderly in S ichuan earthquake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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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 bjective　To exp lore the dep ression and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and its related factors in Sichuan earthquake
area1M ethods　Dep ression and Somatization subscale of Scl290, Satisfaction W ith L ife Scale, Connor2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and Social
Support Scale were used upon 70 elder adults and 139 young counterparts1Results　The elder adults endorsed slightly more dep ression, and
endorsed significantly more somatization, life satisfaction and resilience than the youth, while less social support than the youth ( P < 0101) 1
Resilience positively p redicted life satisfaction, while didn′t associate with dep ression and somatization1 Social support negatively p redicted
dep ression, while positively p redicted life satisfaction1Conclusion s　Compared with the youth in the earthquake area, the elderly revealed ob2
vious dep ression, somatization as well as life satisfaction, which is related to low social support and high resilience of them, whereas the resili2
ence can not help release their dep ression and somatization, even be affected by less social surppor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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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表明〔1〕, 与青年人相比老年人的抑郁较少 , 生活满

意度较高。关于灾难的心理学研究也表明 , 老年人的灾后心

理问题也更少〔2〕。老年人由于有更多应对生活事件的经验 ,

所以这种积极效应似乎与他们自身具有更强的韧性有关〔1〕。

然而 , 由于健康状况的恶化与社会资源的减少 , 老年人在灾

难面前显得更加脆弱。此时 , 社会支持是重要的保护性因素 ,

获得较多社会支持的人抑郁水平较低、生活满意度较高〔3〕。

但研究表明 , 老年人在灾难后得到的社会支持会变少 , 他们

得到亲朋好友的支持也比年轻人少〔4〕, 这一脆弱性使得老年

人的抑郁情绪上升和生活满意度下降的的风险加大 , 并且伴

有明显的躯体症状〔5〕。基于上述分歧 , 本研究同时考察地震

灾区老年人的抑郁情绪、躯体化和生活满意度及其与心理韧

性、社会支持的关系 , 以了解灾难面前老年人的心理韧性及

其对社会支持的需求。

1　材料与方法

111　被试 　在 5·12地震重灾区 (绵竹、什邡、北川 )随机调查

70名老年人 ,女 23例 ,男 47例 ,年龄 60～80 (平均 65106 ±

5103)岁 ,并同时随机调查了 139名青年人 ,女 93例 ,男 46例 ,

年龄 19～25 (平均 22145 ±1170)岁。

112　工具　症状自评量表 ( Scl290)〔6〕的抑郁 (13个条目 )和躯

体症状 (12个条目 )分量表 ,采用 L ikert式 0～4点计分 (0 =从

无 , 4 =严重 )。5个条目的生活满意度量表〔7〕(如“我的生活条

件很好”) ,采用 L ikert式 1～6点记分 (1 =非常不赞同 , 6 =非常

赞同 )。10个条目的心理韧性量表〔8〕(如“由于经历过磨砺 ,我

变得更坚强了 ”) ,采用 L ikert式 0～4点计分 (0 =从不 , 4 =总

是 )。10个条目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9〕 (如“您有多少关系密

切 ,可以得到支持和帮助的朋友”) ,计分方式因题而异 ,采用 1～

4点或 0～8点计分。以上量表均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113　统计学处理 　5·12地震后 8个月 ,经过培训的志愿者

入户访谈进行问卷调查 ,数据应用 SPSS1115和 L isrel8172进行

t检验、相关分析和路径分析。

2　结 　果

211　组间差异 　灾区老年人的抑郁略高于青年人 ( P =

0109) ,躯体化、生活满意度显著高于青年人 ;灾区老年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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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韧性显著高于青年人 ,而社会支持显著低于青年人 ( P <

0101) ,见表 1。

表 1　灾区老年人与青年人在各心理指标上的比较 ( x ±s)

老年组 ( n = 70) 青年组 ( n = 139)

抑郁 1189 ±0179 1172 ±0174

躯体化 1191 ±01751) 1155 ±0151

生活满意度 3189 ±11181) 2191 ±1101

心理韧性 3183 ±01611) 3153 ±0166

社会支持 36119 ±71581) 39176 ±6171

　与青年组比较 : 1) P < 0101

212　相关分析　样本总体抑郁与躯体化显著正相关 ( r = 0164,

P < 0101) ,二者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均不显著 ( r = - 0113, 0101,

均 P > 0105)。心理韧性与抑郁显著负相关 ( r = - 0121, P <

0101) ,与生活满意度显著正相关 ( r = 0134, P < 0101) ,与躯体化

相关不显著 ( r = - 0111, P > 0105) ;社会支持与抑郁、躯体化显

著负相关 ( r = - 0140, - 0120,均 P < 0101) ,与生活满意度、韧性

的相关不显著 ( r = 0113, 0112,均 P > 0105)。

213　路径分析 　按照相关分析的结果 ,以年龄为自变量 (老

年 = 1,青年 = 0) ,以抑郁、躯体化、生活满意度、心理韧性、社会

支持为因变量 ,并将相关不显著的变量路径系数设定为 0、相关

显著的变量路径系数设定为自由估计 ,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所

得模型的拟合指标未达到可接受的标准 (χ2 = 24168, P = 0100,

df = 5, RMSEA = 0114, NF I = 0190, NNF I = 0174, CF I = 0191,

IF I = 0192, AGF I = 0184) ,且年龄与抑郁、社会支持与躯体化、

心理韧性与抑郁之间的路径系数不显著 ,于是删除上述路径 ,

并根据修正指数在社会支持与心理韧性之间、社会支持与生活

满意度之间建立路径 ,在抑郁和躯体化之间建立误差相关项。

结果表明 ,新的模型拟合良好 (χ2 = 13181, P = 0103, df = 6,

RMSEA = 0108, NF I = 0194, NNF I = 0192, CF I = 0197, IF I = 0197,

AGF I = 0192) ,且明显优于前一模型 (△χ2 = 10187, P < 0101)。

路径分析的结果与相关分析在总体上保持一致 ,但社会支持与

躯体化、心理韧性与抑郁的相关变得不显著 ,且心理健康 (抑

郁、躯体化 )与生活满意度的路径关系相对独立。结果表明 ,年

龄正向预测躯体化、生活满意度、韧性 ,负向预测社会支持 ;年

龄通过社会支持的完全中介作用预测抑郁 ,通过韧性的部分中

介作用预测生活满意度。此外 ,随年龄而降低的社会支持对生

活满意度与韧性也有显著的影响。

3　讨 　论

　　灾区老年人的抑郁情绪并不比青年人低 ,且躯体化显著高

于青年人。与以往的研究不同〔2〕,震后 8个月之 ,中国老年人

并未表现出明显的积极效应 ,其心理健康问题依然比较严重 ;

同时 ,其心理问题更倾向于以躯体化的形式表现出来 ,这与中

国人一贯的心理问题躯体化的特点相一致〔10〕。

　　老年人具有更强的韧性 ,即面对逆境时有更好的适应和复

原能力 ,且他们的韧性与生活满意度正相关 ,这与以往研究一

致〔11〕。但是 ,在控制了年龄因素之后 ,韧性和抑郁、躯体化的

路径系数并不显著 ,未能支持韧性的逆境复原假说 ,这表明韧

性未必就意味着复原〔12〕。或许 ,在灾难面前老年人的韧性只

能帮助他们在认知层面上对生活满意度进行调节 ,但是还不足

以强大到缓解他们的抑郁和躯体症状 ,以致出现了韧性与心理

症状复原的断裂效应。老年人心理韧性的有限性提示我们 ,片

面强调韧性这一个体内部因素有过于简单化的倾向〔3〕。

　　灾后的社会支持较少 ,心理问题更严重 ,这已经得到了以

往研究的证实〔3〕。本研究发现 ,灾区老年人的心理症状主要与

社会支持的减少有关。本来就相对薄弱的社会支持网络对灾

区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保护很有限 ,这提示我们 ,灾后重建过程

中 ,尤其要帮助老年人重建社会支持网络 ,以弥补生活与灾难

给他们带来的双重丧失。

　　有趣的是 ,在控制了其他路径之后 ,抑郁情绪的年龄效应

变得不显著 ;并且 ,灾区老年人在生活满意度上的得分比青年

人高 ,这应证了 Carstensen〔13〕所谓的老年人在社会情绪选择上

的积极偏向 ,即老年人更倾向于看到生活阳光的一面。但

Carstensen也警告说 ,老年人的这一积极偏向使得他们容易被

忽视、甚至被利用〔14〕。老年人在抑郁上的低检出率也一直受

到老年心理学家的质疑 ,研究者发现 ,即便不构成严重的抑郁

症 ,轻微的抑郁情绪本身亦和抑郁症一样 ,会对老年人的生活

质量产生显著影响〔15〕。

　　本研究发现 ,抑郁、躯体化与生活满意度的得分及路径关

系具有相对独立性。生活满意度作为主观幸福感的认知因素 ,

其与抑郁、躯体化的分离支持了以往研究中关于情感与认知的

区分〔16〕,也支持了文化心理学所发现的中国人同时对生活做

出积极和消极反应的矛盾状态〔17〕。不过 ,不同于以往研究者

所谓的情感意义调节补偿认知功能丧失〔13〕,本研究发现的灾

难条件下情感低落但生活满意的现象似乎意味着认知调节对

情感丧失的补偿。

　　灾难会给“脆弱的老年人 ”带来诸多负面的影响 ,因此 ,灾

区老年人的抑郁情绪并没有像普通老年人那样出现减弱 ,也不

像以往的灾难研究所说的那样表现出更少的心理问题。此外 ,

本研究在灾区老年人身上所发现的积极效应在普通老年人身

上也同样存在 (如较高的生活满意度与较高的韧性 )。或许 ,这

种积极反应只是一种自然的老化适应机制 ,在危难条件下并不

能对自身的心理健康问题起到特别的缓解作用。而且 ,灾区老

年人在抑郁、生活满意度及韧性上表现出的积极效应 ,还部分

受到社会支持减少的影响 ———虽然本研究还未能精细的考察

积极效应会在多大程度上受社会支持减少的影响 ,但社会支持

减少给心理健康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对老年人积极效应的潜在

威胁 ,以及积极效应背后所隐藏的各种老化问题 ,足以引起老

年学工作者和决策者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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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后茂县羌族老年人的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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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调查汶川地震灾区羌族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状况及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方法　地震后 8个月 ,运用中国心理健康量表 (老年

版 )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访谈四川茂县 235名羌族老年人。结果　地震对客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的影响大于主观支持。有无亲友死亡、是否

受伤、是否被困差异显著。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与心理健康得分相关显著 ( r分别为 0118, 0135, 0144, P < 0101)。结论 　地震对社

会支持的各个方面的影响不同。社会支持与灾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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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汶川地震幸存者遭遇了躯体疼痛和亲友伤亡、恐怖经历等

心理创伤 ,尤其老年人的震后丧子、丧亲之痛更难以表达。针

对灾后老年人 (尤其是少数民族 )的研究未见。本研究在地震

8个月后 ,对四川阿坝州茂县的羌族老年灾民在人口学以及心

理健康状况、社会支持方面进行基本评估 ,拟探讨社会支持与

心理健康状况的关系。

1　对象与方法

111　评估对象 　四川省阿坝州茂县羌族老年人有效问卷 235

份。羌族有效样本年龄 55～93 (平均 64128 ±7154)岁。部分

样本的人口学特征详见表 1。

表 1　样本的人口学特征〔n ( %) 〕

n % n %

性别 男 133 5616 震前疾病史 无 192 8117
女 102 4314 有 31 1312

年龄 (岁 ) 55～59 65 2717 高血压 无 65 2717

60～74 138 5817 有 13 515
75～93 22 914 心电图 正常 17 712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164 6918 不正常 14 6
中学及以上 61 2519 CT 正常 21 819

婚姻状况 已婚 185 7817 不正常 10 3213

其他 49 2019 震前心理疾病 无 216 9119
职业 农业劳动者 182 7714 有 11 417

其他 50 2113

112　方法

11211　调查工具 　①震后调查问卷 ,包括个人基本资料 (人口

学特征、震前的躯体疾病史和心理疾病史等 )和地震期间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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