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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后 4个月重灾区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调查

王鹏云 　韩布新 　李海峰 　刘松林 　黄河清 　史占彪 　傅春胜 　李 　娟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健康院重点实验室老年研究中心 ,北京 　100101)

　　〔摘　要〕　目的　评估 5·12地震后 4个月安县板房区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 ,并探讨其影响因素。方法　利用自编受灾情况调查问卷、中国

心理健康量表 (老年版 ) (CMH I2E)、幸福感量表 (MUNSH)和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 (CES2D) ,调查绵阳市两个安置板房区 290位老年人。结果 　灾区

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和幸福感水平均低于对照样本 ( P < 01001) ;抑郁水平高于对照样本 ( P < 01001) ;心理健康得分和幸福感正相关 ( r = 0161,

P < 0101) ;心理健康得分和抑郁得分负相关 ( r = - 0159, P < 0101)。多元回归分析显示影响灾区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主要因素有亲属遇难人数、财产

损失状况和年龄。结论　重灾区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差 ,幸福感水平较低 ,抑郁程度较高。遇难的亲属越多、年龄越大、财产损失越严重 ,老人

的心理健康状况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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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 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mental health state and occurrence of ( PTSD ) of the elder victim s living in the relocation
sites four months after the 5·12 W enchuan Earthquakes1M ethods　Chinese Mental Health Inventory for the Elderly (CMH I2E) , Memorial
University of Newfoudland Scale of Happ iness (MUNSH) and Center for Ep idem ilolgic Studies Dep ression Scale (CES2D ) were app lied in
290 elderly living in two relocated campus1 Results　Mental health score of the elder victim s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normal controls
(paired samp le selected from a nationwide database) ; the level of happ inesswere lower too; while the level of dep ression were higher1 Men2
tal health correlated negatively with dep ression ( r = - 0159, P < 0101) ; while mental health and happ iness correlated significantly( r = 0161,

P < 0101) 1 The Main factors affected mental health of the elder victim s included number of died relatives, lost of fam ilial p roperties, and
age, as indicated by multi2variables regression1 Conclusion s　Four months after the Earthquake, elder victim s living in earthquake area are
in a state of high dep ression mode, with low mental health state and happ iness1 Their mental health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number of
died relatives, lost of p roperties, and age1 Further screening in the local inhabitant victim s and clinical intervention p rogram are with respect
to this situation1

【Key words】　Earthquake;Mental health; The elderly; Happ iness; Dep ression

　　当前心理学工作者对 5·12汶川地震灾区儿童和成年人

得到关注较多 ,而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状况关注较少。地震对老

人的伤害是不容置疑的 , Ticehurst、Yazgan等〔1, 2〕研究发现 ,相

对成年人来说 ,老年人报告的主观恐惧感和遭遇的破坏性经历

更少 ,他们得到社会援助的也更少 ,但事件影响量表和一般健

康问卷 ( GHQ212)都显示老年人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 PTSD )的

发病率更大、心理健康状况更差。研究发现虽然 PTSD的得分

无显著年龄差异 ,但老年人相对于年轻人表现出更强的持续性

警觉增高 ,而持续性重现却相对更少。这种持续性的警觉严重

影响了老人的睡眠和日常生活〔3〕。Cherniack总结了多年来关

于自然灾害对老年人影响的研究报告 ,发现大部分的研究显示

由于老年人群本身的身体健康状况相对较差 ,而且受到心理创

伤时主动寻求心理援助的几率也较低 ,所以更容易出现应激症

状〔4〕。因此了解当前灾区老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无疑对近期心

理援助工作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本研究以我中心编制的中国

心理健康量表 (老年版 ) (CMH I2E)为调查工具 ,配合纽芬兰纪

念大学幸福度量表 (MUNSH )和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 ( CES2

D) ,以调查重灾区老年人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

1　对象与方法

111　对象 　从在绵阳市安县两个板房安置点居住的老年人中

随机抽取 313人 ,获得有效问卷 290份 ,问卷有效率为 9217%。

其中 ,男性 3513% ,女性 6417% ,平均年龄 65岁。从中国老年

人心理健康总体数据 (中科院心理所老年心理研究中心于

2007年 12月到 2008年 3月在全国调查 5 149位老人 )中随机

抽取一个对照样本 ,匹配因素 :年龄、性别、职业和受教育程度

(因为灾区老人在这四个因素上和总体数据有较大的差异 ,而

这四个方面都是影响心理健康的主要因素 ) ,样本量 290。经

χ2 检验 ,对照样本和灾区老人样本在年龄、性别、职业和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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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均无显著差异。

112　问卷评估内容与工具 　①个人信息 ,包含性别、年龄、文

化、职业等人口学资料。②地震受灾情况 :包括亲友伤亡和财

产损失等。③CMH I2E量表 :包括 68个题目 (其中 3道为重复

题目 ,用以考察作答有效性 ) , 4级记分 ,分为认知效能、情绪体

验、自我认识、人际交往和适应能力 5个维度。④MUNSH量

表 :包括 24道题目 , 3级记分。⑤CES2D量表 :包括 20个题目 ,

4级记分 ,小于 15分为无抑郁症状 , 16～19分为疑似抑郁症 ,

大于等于 20分为有抑郁症状。

113　方法 　被调查的老人大多是文盲 ,由经过培训的志愿者

进行个别访谈 (1名当地志愿者负责提问和解释 , 1名志愿者负

责记录 )。少数问卷由老人本人或在家人的帮助下填写。

114　统计方法 　使用 SPSS1510的描述统计、t、χ2 检验、多元

线性回归模型等统计方法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

2　结 　果

211　人口学资料概况 　本次调查的老人主要来自北川重灾

区 ,其中 4411%老人来自被唐家山堰塞湖淹没的漩坪乡 ,其余

大部分来自北川县城 ,财产和亲人损失均较严重。受调查老人

的受教育程度较低 ,小学及其以下的占 8318% ;职业以农民居

多 ,占 6618% ,个体工商户 712% ,无业者 1112%。民族主要是

汉族和羌族 ,分别占 3514%和 6118% ;信仰佛教的相对较多 ,

占 1718%。震后经历 : 5216%曾被困狭小空间或山坡上 ;

3114%曾受伤 ; 8616%目睹房屋倒塌、损坏 ; 3810%目睹亲友或

他人的死亡 ; 4818%目睹或接触了尸体。6114%老人有亲属遇

难 ,平均每人 2139位 ; 4517%老人有亲属受伤。有 27位老人的

配偶在地震中遇难 ,另有 13位老人的配偶在地震中受伤。房

屋损坏的情况 , 018%完好、1313%危房、6910%倒塌、1619%被

堰塞湖水淹。财产损失 : 10万元及以下 5314% , 11～20万元

1818% , 20万元以上 1816% ,中位数为 8万元。地震时感到害

怕恐惧 , 614%无、1712%有一点、1810%明显、5814%强烈。

212　灾区老人心理健康概况 　在认知效能、情绪体验、适应能

力维度和心理健康总分上 ,灾区老年人得分均明显低于对照样

本 ( P < 0101) ;自我认识和人际交往维度得分差异无显著性

( P > 0105)。见表 1。

表 1　灾区老人和对照样本心理健康状况比较 ( x ±s, n = 290)

项目 对照样本 灾区老年人

认知效能 2155 ±0154 2128 ±01511)

情绪体验 2189 ±0162 2148 ±01571)

自我认识 3114 ±0150 3119 ±0142

人际交往 2189 ±0162 2190 ±0155

适应能力 2182 ±0153 2150 ±01461)

心理健康总分 2186 ±0147 2164 ±01371)

　与对照样本比较 : 1) P < 01001

213　影响重灾区老人心理健康的因素 　以心理健康总分为因

变量 ,以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民族 (汉、羌 )、有无可怕经历、当

时是否被困、是否受伤、当时是否目睹房屋损坏的情景、亲属遇

难人数、配偶是否遇难、亲友受伤人数、有无目睹亲友或他人死

亡、有无目睹或接触尸体、财产损失、是否有害怕、无助、恐惧心

理等为自变量 ,采用逐步纳入法进行回归分析。亲属遇难人

数、年龄和财产损失等三个因素进入回归方程 (β = - 0126,

- 0119, - 0120,均 P < 0105)。模型整体检验表明方程具统计

学显著性〔F (3, 108) = 8196, R
2 = 01199, P < 01001〕。

214　幸福感量表和抑郁量表 　灾区老年人的幸福感量表得分

(19160 ±9171)低于对照样本 ( 30119 ±11127) ,抑郁量表成绩

(27193 ±10136 ) 高于对照样本 ( 17169 ±11138 ) (均 P <

01001)。重灾区老年人的抑郁情况 : 1114%无抑郁症状 ,

1314%疑似抑郁 , 7512%有抑郁症状。女性抑郁水平高于男性

( t = 3136, P < 0101)。有亲属遇难者的抑郁水平高于仅财产损

失者 ( t = 2175, P < 0101)。

215　心理健康量表、幸福感量表和抑郁量表的相关 　心理健

康和幸福感正相关 ( r = 0161, P < 0101)。抑郁和心理健康、幸

福感负相关 ( r = - 0159, - 0155,均 P < 0101)。

3　讨 　论

　　受特大地震的影响 ,灾区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总分明显低于

对照样本。其中认知效能维度降低 ,表现在记忆力衰退 ,学习

兴趣和学习能力降低 ,思考问题的能力降低。灾区老年人的适

应能力低于对照样本 ,表现在难以适应新环境、心情容易波动、

孤独寂寞、无所适从感明显。另外灾区老人的情绪体验偏低 ,

正性情绪减少 ,负性情绪增多 ,情绪调节能力较差。Chadda

等〔5〕在对 2005年印度克什米尔大地震的研究中发现 , 3916%

的灾民都出现了适应性疾病 ,这种突发的特大自然灾害导致受

灾民众出现情绪低落、躯体不适、工作、学习能力下降、社会性

退缩等适应障碍。这种反应在地震 4个月后的四川灾区老年

群体中仍然比较强烈。但本次的研究对象在人际交往维度上

并没有显著的降低。老人们没有明显的诸如常闭门在家、不愿

参加社交活动等社会性适应障碍。这可能和当地老年群众爱

好聚会谈天及当前板房区的集中居住的情况有一定关系。

　　关于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表明 ,遇难亲属越多、

年龄越大、财产损失越严重 ,老人的心理健康状况越差。亲属

遇难人数的回归系数最大 ,和预期一致。王相兰等〔6〕在汶川地

震发生后两周的调查发现 ,遇难者亲属组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

状清单平民版 ( PCL2C)、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RSD )总分均显

著高于仅财产损失者 , 且 PTSD、抑郁、自杀观念、绝望感等主要

心理症状均和丧失程度相关 , 提示亲属遇难是造成灾民心理

问题的重要因素。台湾地震一年后的研究也有类似发现〔7〕。

本研究说明 ,汶川地震后 4个月 ,亲友遇难人数仍是影响灾民

心理健康的首要因素。心理援助要重点考虑这个因素。有亲

友遇难的老人比没有亲友遇难的老人在心理健康 ,尤其是情绪

体验维度有明显降低 ,抑郁得分也要高。

财产损失 (主要是住房的倒塌或水淹 )是影响老人心理健

康的另一重要因素。访问的老人中 , 7718%处于 55～74岁之

间 , 90%以上是体力劳动者。在农村这个年龄段的老人逐渐丧

失体力劳动能力 ,财产损失意味着大半生的养老积累没有了。

尤其是漩坪乡的灾民 ,地震后 ,塘家山堰塞湖很快就淹没了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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塌的房屋 ,村民基本是一无所有 ,再加上土地被淹 ,无法从事农

业生产。而且高龄老人已经丧失劳动能力 ,现在只有靠子女和

国家的帮助。好在政府和社会各界大力援助 ,老人们目前的基

本生活得到保障 ,但以后的经济问题还是令人担忧。本次调查

期间 ,天气已经逐渐转冷 ,过冬的棉衣棉被又给老人们带来了

不小的经济负担。灾民心理问题的缓解离不开物质的保障

基础。

对于老年人来说 ,不可替代的东西的丧失对他们造成心理

创伤要更为严重〔8〕。比如一些老照片、宠物或者是自己的田园

和庄稼 ,这些东西融入了老人多年甚至一生的情感和努力 ,已

经成为了他们生命中的一部分。心理援助工作者要充分考虑

老年人的这些特点 ,探索他们“丧失 ”的真实意义 ,从而提供更

多、更合适的帮助。

年龄也是影响老年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 ,老人年龄越

大 ,心理健康状况也越差。这和利用中国心理健康量表 (老年

版 )进行全国调查的结论一致。这可能由与年龄相关的多种因

素造成 ,具体到受灾老人 ,财产丧失程度和晚辈遇难人数可能

是两个直接相关因素。上面提到 ,年龄越大的老人相对财产丧

失的程度也越大 ,将来的生活风险也越大。而且一般来说 ,老

年人岁数越大 ,直系的晚辈亲属就越多 ,晚辈遇难的可能性也

就越多 ,这种“白发人送黑发人 ”的创伤就越严重。本研究证实

了这一点 ,年龄和遇难的直系亲属人数呈正相关。

　　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与老年主观幸福感直接相关 ,老年人

心理应激的改变直接影响老年人身心健康〔9〕。灾后 4个月 ,重

灾区安置点老人的幸福感和对照样本相比偏低 ,老年人的心理

健康状况需要心理援助工作者的特别关注。

灾区老人的抑郁程度较高 , 7512%受访老年人有抑郁症

状。任凯等〔10〕在汶川地震后两周内对什邡灾民的调查中发现

71195%有抑郁不高兴的情况。王相兰等〔6〕在汶川震后第 2

周 ,调查江油市安置点各年龄段灾民 ,发现抑郁症的发病率是

3111%。可见 ,老年群体的抑郁情况要比其他年龄段更严重。

而且本研究是在震后第 4个月 (9月 15日 ～29日 )进行的 , 9月

14日是象征团圆的中秋节 ,丧亲的伤痛可能再一次导致抑郁水

平的升高。在 9月 22日到 29日期间 ,四川绵阳地区连续降

雨 ,堰塞湖水位重新上涨 ,擂鼓、北川等地引发多处洪水和泥石

流灾害 ,局部板房被毁 ,部分人员伤亡。灾民看着他们昔日的

家园又遭受灾难 ,触景生情。为亲友担忧、降雨不能外出散心

等因素都可能是抑郁水平增加的原因。

　　心理健康量表和幸福感量表中等程度的正相关 ;心理健康

量表和抑郁量表中等程度负相关。心理健康量表可以作为灾

后心理健康调查和 PTSD症状筛查的辅助工具 ,有助于全面了

解灾区老人的心理健康状况 ,为心理援助工作提供更详细的信

息和更合理的指导方案。

综上所述 ,重灾区老人 4个月后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差 ,幸

福感水平低 ,抑郁水平较高。老年群体需要更多的社会支持和

心理援助。遇难的亲属越多、年龄越大、财产损失越严重 ,老人

的心理健康状况越差。灾后心理援助工作中要依据老年人群

的心理应激特点 ,恰当、具体地给予心理指导 ,一方面要加大对

老年群体心理健康状况的关注 ,另一方面要鼓励老年人主动的

寻求心理援助 ,让他们正确的认识疾病 ,积极进行临床治疗 ,配

合积极的心理疗法 ,从而提高心理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总

之 ,针对灾区老年人的心理援助工作是相当必要的 ,鼓励老人

重新建立和家庭、社会的联系 ,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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