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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高校离退休老人心理健康状况及其相关因素

彭义升 1 　李 　娟 　戴必兵 2 　

(中科院心理所心理健康院重点实验室老年心理研究中心 ,北京 　100101)

　　〔摘　要〕　目的　研究北京市高校离退休老人心理健康状况及其主要相关因素。方法　以“老年心理健康量表 (城市版 ) ”为研究工具 ,对 304

名北京市高校离退休老人进行调查。结果 　北京市高校离退休老人整体心理健康水平显著高于全国水平 ,尤其在高龄阶段 ,这种趋势更加明显 ;心

理健康总体状况在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和家庭结构上的差异均不显著 ;相对空巢组的适应能力好于非空巢组 ;子女关系、健康、身体锻炼以及

经济收入状况对高校离退休老人的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结论　高文化程度对于高校离退休老人的心理健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相

对空巢的家庭结构可能更加适合该群体 ;良好的子女关系、健康、身体锻炼以及经济收入状况是促进高校离退休老人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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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 bjective 　 To investigat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retired elderly from universities in Beijing and its related fac2
tors1M ethods　304 retired older adults from universities in Beijing were tested by mental health inventory for Chinese elderly (U rban Ver2
sion) and self2made questionnaire1Results Results　The scores of mental health of retired elderly from universiti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norm s in China and these trends were more evident in old2old age group than those in the young2old age1 There were no signifi2
cant age2, sex2, educational, marriage2and fam ily structure2related differences in mental health1 In addition, adap tive ability of elderly from
relative emp ty2nest fam ily was better than those from absolute emp ty2nest1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those retired were positively p redicted by
satisfaction with parent2child relationship and health, physical exercise and econom ic status1 Conclusion s　Education is a strong p rotective
factor of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retired elderly from universities in Beijing1 Relative emp ty2nest fam ily structure may be the best fit for them1
Satisfying parent2child relationship and good health, physical exercise and econom ic status could help to imp rove mental health level of the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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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表明 ,北京市老年人口中大专以上文

化程度者占总数的 6124%〔1〕,全市老年人口的文化水平显著高

于全国其他城市。但“空巢 ”现象也十分突出 ,尤其是相对空巢

(子女都在北京或有子女在北京 ,但不在一起吃住 )率较高。因

此 ,关注北京高校离退休老人群体 ,对其心理健康状况开展研

究具有重要的前瞻意义 ,目前关于这一群体心理健康的研究还

很有限。有报道关于北京市高校离退休干部的心理健康研究 ,

使用老年抑郁量表 ( GDS)作为心理健康的评估工具〔2〕,而抑郁

作为一种特殊情绪问题不能全面反映正常老年人的心理健康

状况 ,并且研究没有关注到家庭结构对高校离退休老人心理健

康的影响 ;关于北京市科教系统离退休老人的心理健康状况调

查〔3〕,所得数据未能与全国常模进行比较 ,且没有深入分析心

理健康的影响因素。因此 ,本文以北京市高校离退休老人为研

究对象 ,以最新的全国城市老年人心理健康常模为参照标准 ,

探讨现阶段北京市高校离退休老人的心理健康状况。

1　对象与方法

111　对象 　北京市海淀区大学离退休处及职工居住区随机取

样 ,进行问卷调查 ,共发出问卷 387份 ,回收有效问卷 304份。

被试年龄 60～85岁 ,平均 (7117 ±512)岁。被试平均受教育年

限为 (14152 ±2155)年。其他人口学资料见表 1。

112　方法 　以“老年心理健康量表 (城市版 ) ”作为心理健康

的测量工具。该问卷共 68题 (其中 3道为重复题 ,以考察作答

有效性 ) ,四级评分 ,包含认知效能、情绪体验、自我评价、人际

交往、适应能力五个维度。总量表一致性信度为 0195,分量表

的一致性信度为 0175～0188。总量表重测信度为 0192,分量表

的重测信度为 0171～0193。此外 ,调查还包括人口学变量信息

(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家庭结构 ) ,以及与心理健康

相关的因素 (健康、经济、居住、锻炼、家庭、医疗 )的自评和满意

度报告。

1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1310统计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

频次分析、t检验、方差分析和回归分析。

2　结 　果

211　高校离退休老人健康、经济收入、居住、锻炼、家庭、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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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情况分析 　健康、经济收入及居住条件按“差、较差、较好、

好 ”四个等级进行自评 ,身体锻炼情况以“从不、较少、较多、经

常 ”四个等级进行自评 ,婚姻、子女关系和医疗满意度按“不满

意、较不满意、较满意、满意 ”四个等级进行自评。总体而言 ,高

校离退休老人在这些方面都较好。见表 2。

表 1　被试人口学特征 ( n = 304)

人口学资料 类别 n 百分比 ( % )

年龄 年轻老年组 (60～74岁 ) 220 7214

年老老年组 (≥75岁 ) 84 2716

性别 男 183 6012

女 121 3918

文化程度 中学及以下 52 1711

大专 85 2810

本科及以上 167 5419

婚姻状况 在婚 253 8312

其他 51 1618

家庭结构 非空巢 104 3412

绝对空巢 33 1019

相对空巢 165 5413

缺失 2 016

　注 :婚姻状况分为在婚 (配偶健在 )和其他 (离婚、丧偶、未婚 )。

212　高校离退休老人心理健康状况与全国常模的比较 　以中

科院心理所老年心理研究中心“2008年全国城市老年人心理

健康 ”常模数据为参照标准进行比较 ,常模中年轻老人 (60～74

岁 ) 2 854名 ,年老老人 (75岁及以上 ) 970名。研究发现高校离

退休老人心理健康的总分及其各个维度的得分都显著高于常

模。进一步的分析表明 ,无论是低龄组还是高龄组 ,高校离退

休老人的心理健康总分都要显著高于常模。此外 ,低龄组只在

适应能力和情绪体验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对应常模 ,而高龄

组在所有维度上的得分都显著高于对应常模。见表 3。

表 2　各相关因素的频次分布〔n ( %) 〕

因素 差 较差 较好 好

健康自评 8 (216) 55 (1811) 215 (7017) 26 (816)

经济收入自评 7 (213) 50 (1614) 231 (7610) 16 (513)

居住条件自评 10 (313) 59 (1914) 207 (6811) 28 (912)

从不 较少 较多 经常

身体锻炼自评 2 (017) 62 (2014) 102 (3316) 138 (4514)

不满意 较不满意 较满意 满意

婚姻满意度 7 (213) 13 (413) 120 (3915) 164 (5319)

子女关系满意度 7 (213) 26 (816) 146 (4810) 125 (4111)

医疗满意度 10 (313) 34 (1112) 167 (5419) 93 (3016)

213　高校离退休老人心理健康状况的人口学变量差异分析 　

高校离退休老人心理健康状况性别、婚姻差异的独立样本 t检

验以及文化程度差异的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 :心理健康总分及

其各维度得分都不具有显著的性别、婚姻状况和文化程度差

异。除在情绪体验维度上高龄组的得分显著高于低龄组的得

分 ( t = 2151, P < 0105)外 ,心理健康总分和其他维度的得分都

不具有显著的年龄差异。

　　对不同家庭结构的高校离退休老人心理健康状况进行单

因素方差分析 ,发现只在认知效能和适应能力维度上得分具有

显著性差异 ( F = 31332, P = 01037; F = 31658, P = 01027) ,之后

Scheffe检验发现 :三组之间两两比较在认知效能维度得分上都

不具有显著性差异 ;在适应能力维度上除相对空巢组的得分显

著高于非空巢组的得分 ( P = 01039)外 ,其余三组之间两两比较

差异都不显著。见表 4。此外 ,还发现相对空巢组在经济收入

自评、居住条件自评以及子女关系满意度自评上的得分都显著

高于非空巢组对应的得分 ( P = 01021; P = 01001; P = 01011)。

表 3　离退休高校老人与常模的心理健康差异比较 ( x ±s)

总体
北京高校　　　　　　全国

年轻老年
北京高校　　　　　　全国

年老老年
北京高校　　　　　　全国

人际交往 31140 ±51303) 30127 ±6116 31135 ±5145 30152 ±6103 31127 ±51612) 29151 ±6148

认知效能 26196 ±41931) 26136 ±5146 26180 ±5100 26172 ±5136 27111 ±51003) 25129 ±5161

适应能力 59178 ±81383) 56101 ±10118 59120 ±81283) 56112 ±10106 60193 ±91203) 55166 ±10153

自我评价 36127 ±41403) 35142 ±5170 35105 ±4142 35157 ±5170 36180 ±41493) 34197 ±5170

情绪体验 47168 ±61983) 45152 ±8169 46190 ±71102) 45171 ±8154 49132 ±71073) 44196 ±9109

总分 202110 ±241573) 194101 ±30141 200130 ±241762) 195119 ±29197 205144 ±261353) 190155 ±31142

　与全国常模比较 : 1) P < 0105, 2) P < 0101, 3) P < 01001,下表同。

表 4　三组家庭结构老年人之间心理健康的比较 ( x ±s)

家庭结构 人际交往 认知效能 适应能力 自我评价 情绪体验 总分

绝对空巢 31125 ±5176 27189 ±4135 60135 ±7199 35120 ±4153 46176 ±6162 201145 ±25122

相对空巢 31166 ±5130 27140 ±4178 60179 ±7165 36147 ±4170 48155 ±6193 204187 ±24105

非空巢 30194 ±5126 26103 ±5131 58122 ±9144 36136 ±3190 46166 ±7117 198121 ±25119

F 0150 3119 3135 1116 2173 2143

P 0161 0104 0104 0132 0107 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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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高校离退休老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

spearman等级相关对心理健康总分和健康自评等表 2中的 7个

因素进行统计分析 ,发现两两变量之间都具有显著的正相关

(01161≤r≤01321, P≤01005)。

　　为了进一步考察诸因素对于高校离退休老人心理健康状

况的影响 ,以心理健康总分为因变量 ,以上述与心理健康总分

有显著关系的 7个因素为自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发现其

中 4个变量对于心理健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按其相对重

要性依次为 :子女关系满意度、健康、身体锻炼和经济状况。这

四个变量对心理健康状况总变异的解释量为 23%。见表 5。

表 5　诸因素对心理健康状况影响的回归分析

变量 B SE β

(常数项 ) 114190 9131

子女关系满意度 8169 1179 01253)

健康自评 10112 2128 01243)

身体锻炼自评 4157 1163 01153)

经济收入自评 5131 2153 01121)

3　讨 　论

　　总体上说 ,高校离退休老人健康、经济收入、居住条件和身

体锻炼情况都较好 ,婚姻满意度、子女满意度和医疗满意度都

较高 ,这些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群体的真实情况。高校离退

休老人的心理健康总分及各维度得分都显著高于常模 ,表明该

群体心理健康总体良好 ,尤其是在高龄阶段 ,高校离退休老人

的心理健康总分及其各维度得分对比常模的优势更加凸出 ,表

明教育因素可能对于高校离退休老人的心理健康有一定的保

护作用 ,并且这种作用随增龄逐渐累积。

　　新近开展的全国城市老年人心理健康调查发现 ,年龄、文

化程度和婚姻状况对心理健康总分及各维度得分都有显著的

影响〔4〕。此外 ,对北京城区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发现 ,

除人际交往维度外 ,男性老年人在其余各维度上的得分及总分

均显著高于女性〔5〕。而在本研究中 ,高校离退休老人的心理健

康总分及其各维度得分都不具有显著的性别、文化程度和婚姻

状况差异。原因可能在于高校离退休老人作为高学历群体 ,具

有丰富的文化知识 ,对自我、对他人和社会具有较深刻的认识 ,

同时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这些因素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性别、

文化程度和婚姻状况差异所导致的心理健康差异。有关研究

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该结果〔6〕。值得关注的是 ,尽管在心理健

康总分和人际交往、认知效能、适应能力和自我评价四个维度

上年龄差异也均不显著 ,但是在情绪体验维度上 ,年老老人的

得分显著高于年轻老人。这说明在高校离退休老人这个特殊

群体中 ,也验证了国外的社会情绪选择理论〔7〕, 即随着生命终

点越来越临近 ,老年人从关注与获得知识相关的社会目标转向

与情绪管理相关的社会目标 ,高龄老年人越来越重视生活的情

绪元素 ,更善于管理自己的情绪 ,从而比低龄老年人体验到更

多的积极情绪。

　　本研究中空巢老人 (包括绝对空巢和相对空巢 )占总样本

的 65113% ,空巢率较高 ,再一次表明了高学历特别是高校离退

休老人群体中空巢现象非常普遍。从社会学或人口学研究及

大众传媒的报告来看 ,空巢老人似乎存在较为严重的心理健康

问题〔8～10〕;实证心理学研究也发现 ,空巢老人的心理健康问题

不容忽视 〔11, 12〕。而且相对空巢老人比绝对空巢老人的心理健

康水平要高〔13〕。然而本研究发现在高校离退休老人群体中 ,三

组老人心理健康总分不具有显著性差异 ,提示空巢并不一定导

致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的下降 ,而且相对空巢老人也不一定比

绝对空巢老人心理健康水平高。这再一次表明 ,教育作为一种

有效的保护因素 ,能有效降低其他人口学变量所导致的心理健

康上的差异。尤其值得关注的是 ,相对空巢高校离退休老人的

适应能力要好于非空巢高校离退休老人。适应是心理健康的

一个重要方面 ,也是社会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 ,相对空巢离

退休老人适应能力好于非空巢老人 ,这可能跟相对空巢老人在

经济收入自评、居住条件自评以及子女关系满意度自评上的得

分较非空巢老人对应的得分要高有密切的关系 :相对空巢老人

的经济状况 (经济收入和居住条件 )和重要的社会关系 (子女关

系 )都要好于非空巢老人 ,因此他们的适应能力也好于非空巢

老人。本研究的结果同时也为相对空巢高校离退休老人选择

与子女“分而不离 ”的代际居住模式提供了很好的注脚 ,一方面

他们具有独立的经济能力 ,能够选择适合自己的居住条件 ,避

免了与子女居住在一起因为生活习惯及观念的不同而发生代

际冲突 ;另一方面与子女有适度的亲子往来 ,在保证个人独立

需要的基础上与子女在生活上互相照顾 ,从而其体验到的子女

关系满意度也较高。

　　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的结果发现 ,子女关系满意度、健康、

身体锻炼和经济收入状况对高校离退休老人的心理健康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 ,在当今社会 ,传统文化所强调的家庭

和谐对于现阶段的高校离退休老人同样非常重要。此外 ,良好

的经济条件能够保障高校离退休老人的基本生活需要 ,良好的

身体条件使高校离退休老人更好地享受生活 ,经常参加身体锻

炼能够丰富高校离退休老人的晚年生活 ,这些因素都有利于促

进高校离退休老人的心理健康。

　　由于本次研究的对象主要针对北京市高校离退休老人 ,研

究所得结果是否能推论到全国范围内的高学历群体还有待进

一步的验证。受调查条件限制 ,空巢老人中的独居老人人数太

少 ,未能进行相应的统计分析 ,但他们很可能是尤其需要关注

的对象 ,希望在今后的研究中能够对此开展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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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空巢老人焦虑抑郁发生率与社会支持的相关性

谢 　姣 　高艳斌 1 　 (吉林大学护理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21)

　　〔摘　要〕　目的　探讨社区空巢老人的焦虑、抑郁发生率与社会支持的相关性。方法　采用焦虑自评量表 ( SAS)、老年抑郁量表和一般情况问

卷 ,对长春市南关区空巢老人进行入户调查。结果　空巢老人的焦虑、抑郁发生率均较高 ,与社会支持体系中的子女探望间隔时间、亲友联系以及娱

乐活动有相关性。结论　社区空巢老人的焦虑、抑郁发生率与社会支持具有相关性。应加强空巢老人的社会支持体系 ,制定相应的干预体系和干预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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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教学研究工作。

　　空巢老人是指身边无子女 ,又无他人照顾的老人。1987

年 ,在我国有老人的家庭中 ,空巢家庭所占比例只有 1617% ,而

1999年上升到 2518% , 2002年人口普查时 ,全国单身老人户按

65岁计算占 1115% ,一对夫妇户占 1114%〔1〕。研究显示 ,空巢

老人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焦虑、抑郁和孤独感 ,严重影响空巢老

人的身心健康〔2〕。所谓个人的“社会支持系统 ”,是指在自己

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所能获得的、来自他人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帮

助和支援。按照服务的来源分为非正式照顾体系和正式照顾

体系 ,非正式照顾体系是在血缘、地缘基础上形成的 ,包括配

偶、子女、邻居、朋友等 ,正式照顾体系是指有政府、社区、住院

者团体等提供的各种服务性照顾〔3〕。大量心理学研究表明 ,社

会孤独者身心疾病的发生率比高社会支持者要高得多。由此

可见社会支持系统对缓解心理压力、维护身心健康的重要意义

和巨大作用。为了解城市空巢老人的焦虑抑郁发生率以及家

庭、社会对空巢老人的支持和满足情况 ,即焦虑抑郁发生率与

社会支持的相关性 ,进行了本次调查。

1　对象与方法

111　对象 　本次调查以长春市南关区为调查范围 ,抽查 4个

街道进行入户调查 ,调查对象为 60岁以上的独居或与配偶同

居的空巢老年人 ,排除标准 :精神分裂症、其他严重器质性精神

疾病患者。样本的选择采用多阶段随机抽取的方法。

112　方法

11211　调查工具 　①焦虑自评量表 ( SAS) :由 Zung于 1971年

编制 ,含有 20个项目 ,分为 4级评分。SAS有较高的信度和效

度。与抑郁自行量表 ( SDS)的相关效度系数为 01697,分半信

度 r = 01696。②老年抑郁量表 ( GDS215)由 B rink等 1982年创

制 ,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总分 ≥8分为存在抑郁症状〔4〕。

空巢老人的基本情况量表包括人口学资料及可能的社会支持

影响因素 ,如子女探望间隔时间、亲友联系、娱乐活动等。

11212　资料收集方式 　对符合调查条件的老人实行入户调

查。方法 :对于能够自行填写的老人 ,说明情况后由老人自行

填写 ;对不能够自行填写的老人 ,调查人员以口述问卷题目、老

人回答方式填写。本次被调查对象 300例 ,收回有效问卷 279

份 ,回收率 93%。

1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210统计软件。空巢老人的焦

虑、抑郁状况的社会影响因素分析使用 Logistic多元回归

分析。

2　结 　果

211　空巢老人的一般情况 　见表 1。

212　空巢老人的焦虑状况 　调查发现 , 279名空巢老人中 , 82

例 (2913% )存在焦虑症状 , 42例 (1510% )存在抑郁症状。

213　空巢老人焦虑、抑郁症状的社会支持影响因素分析 　分

别以焦虑、抑郁为因变量 ,以社会支持情况为自变量进行 Logis2
tic多元回归分析 ,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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