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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了解广西巴马县壮族长寿老人认知功能及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方法: 采用简易智力状

态检查 ( MMSE)、日常生活能力量表 ( ADL) 入户调查。结果: 85~ 89、90~ 94、95~ 104 岁组 MMSE 总分分

别为 24139 ? 2136; 2315? 217; 2213 ? 311, 符合认知下降诊断者分别占 3% ; 913%和 131 7%。长寿老人随增

龄主要表现为短时记忆、注意力和计算力下降明显 ( P< 0105)。ADL 方面, 各组自理能力功能丧失率分别为

6% ; 1215%和 31% , 其中 85~ 89岁与 95~ 104岁组比较差异显著 ( P< 0105) , 而在 ADL 所有项目中 , 仅 85

~ 89岁与 95~ 104 岁组在处理自已钱财功能丧失有显著差异 ( P < 0105)。结论: 巴马长寿老人总体认知功

能、自理能力较其他老年人群保持好; 增龄仍然是长寿老人认知及日常活动能力下降的重要因素; 长寿老人

ADL 和MMSE相关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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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ssess the cognitive function and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of the old elderly of Zhuang nation-

ality in Bama county, south- west China1 Method: Among 190 old elderly aged 85 or above in Bama county, 94 were as-

sessed with MMSE and ADL ( 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 the other 96 could not fulfill the assessment for blindness or deafness1

Result: The MMSE scores of 85- 89, 90- 94, and 95- 104 year- old groups were 24 ? 2, 24? 3 and 22 ? 3 respectively1

Along with aging, the capacity of short- term memory, attention and calculation of the old elderly decreased significantly1 A-

mong the three age groups, the rates of cognitive deficit were 3% , 913% and 1317% respectively, the rates of deterioration

in ADL were 6% , 1215% and 31% respectively1 The difference of ADL between those aged 85- 89 and those aged 95-

104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1 If considering items of ADL separately, only the difference of dealing with property between

the above two age groups was significant1 Conclusion: Most of the old elderly of Bama county remain good cognitive function1

Their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ar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ir cognitive functio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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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马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北部山区, 人口约

23万, 1991年被国际自然医学会确认为世界第五长

寿之乡, 目前全县有 90 岁以上长寿老人逾 300 名。

百岁老人 74名, 从 60年代开始的长寿因素的调查初

步确认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遗传、饮食、劳

动、精神因素和微量元素等有关, 疾病调查显示长寿

者高血压、冠心病的发病率颇低 (各占 10%) [ 1, 2]。

总体认为长寿老人群体健康状态良好。认知功能、日

常生活质量是当今衡量老年人健康状态的一个重要内

容。了解他们认知功能、日常活动能力及其相互关

系, 对丰富长寿学研究有较重要的意义。

对象与方法

对象  85 岁以上巴马县壮族长寿老人, 共 96

人。其中两人分别因耳聋及眼盲不能完成调查, 实际

调查人数为 94人, 年龄 85~ 104岁。男性 35人, 女

性59人; 85~ 89岁 33人; 90~ 94岁 32人; 95岁以

上29人 (其中 100岁以上 14人)。平均年龄 92145 ?

515岁。受教育情况: 半文盲 8 人, 文盲 86 人。职

业: 92人为农民, 2人为小商店职员。婚姻状态: 92

人为已婚, 2人未婚。生活情况: 除一位百岁老人与

外甥共同生活外, 其余老人均与直系亲属共同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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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长寿老人四代、甚至五代同堂居住。

方法  本调查是广西科技厅自然科学基金课题

5建立巴马长寿老人细胞库6 和广西医药卫生立项科

研课题 5巴马县壮族长寿老人载脂蛋白 E 基因多态

性研究6 的长寿老人资料库内容。以简明精神状态检

查 ( MMSE) 和日常生活能力量表 ( ADL) , 经预试后

结合当地文化背景, 生活习俗及语言特点进行适当调

整, MMSE 定向力部分: 年、月、日改为农历年月

日, 星期改为圩日情况, 季节改问农时, 国家、省、

城市改问县、乡、村, 这里是那个医院改问现在在什

么地方, 你住几楼改问居所在村庄中的大概位置, 注

意力和计算力中 100- 7连续 5 次改为一元钱买 7分

钱东西后剩几角几分, 连减 5次。其余按量表规定进

行, 根据该量表中国版本的应用情况
[ 3]
, 考虑到预试

验中巴马长寿老人总体认知功能良好, 为了防止漏

诊, 选择文盲组 MMSE得分< 19分为认知下降。ADL

记分按自己完全可以做记为 / 10; 有些困难记为

/ 20; 需要帮助记为 / 30; 根本无法做记为 / 40; 从

未接触过该项目记为 / 90; 评价方法: 各年龄组中有
两项或两项以上\3或总分\22分 (分值为 9 者按 1

分算) 为功能有明显障碍[ 4]。

各组资料均数检验用 t检验, 率检验用 V
2
检验。

结 果

11 长寿老人各年龄组 MMSE 比较: 从表 1可见。

MMSE总分随增龄有下降趋势, 但无明显统计学差

异。95~ 104岁组长寿老人与 85~ 89、90~ 94岁组比

较, 随增龄主要表现为短时记忆、注意力和计算力下

降 ( t值分别为 2128; 2153和 2121。P< 0105)。

表 1  长寿老人各年龄组认知功能比较 (X ? SD)

年龄 人数
总分
( 30分)

下降
( % )

定向力
( 10分)

语言即刻记忆
( 3分)

短时记忆
( 3分)

注意力和计算力
(5分)

语言阅读图画
( 9分)

85~ 89 33 24139 ? 2136 3% 9197? 0117 2194 ? 0124 1194 ? 0186 217? 1115 6194 ? 0186

90~ 94 32 2315 ? 217 913% 9181? 0153 2194 ? 0125 1168 ? 1100 216? 1116 6146 ? 0188

95~ 104 29 2213 ? 311 1317% 9175? 0163 2193 ? 0176 11345? 1111* 1189? 1135* v 6145 ? 019

注: 85~ 89与 95~ 104组比较, * P < 0105

90~ 94与 95~ 104组比较, v P < 0105

  21 各年龄组日常生活能力比较: 见表 2。85~ 89

岁组为 2例, 90~ 94岁组为 4 例, 95~ 104岁组为 9

例符合功能有明显障碍, 85~ 89岁组与 95~ 104岁组

比较 ( V
2
值为 41996, P < 0105) 有显著性差异; 但

在相关指标中, 仅处理自己钱财一项 85~ 89岁与 95

~ 104 岁组比较有显著差异 ( V 2 值为 5123, P <

0105) , 余组间比较无统计差异。

表 2  各年龄组日常生活能力比较 ( ADL)

85~ 89岁 ( n= 33) 90~ 94岁 (n= 32) 95~ 104岁 (n= 29)

1 2 3 4 9 1 2 3 4 9 1 2 3 4 9

使用公共车辆 28 2 3 21 5 4 2 14 6 3 7

行走 33 32 26 2 1

做饭菜 30 2 1 26 3 3 25 3 1

做家务 30 2 1 28 3 1 25 3 1

吃药 33 32 29

吃饭 33 32 28 1

穿衣 33 32 26 2 1

梳头刷牙等 33 32 26 3

洗衣 32 1 29 3 25 2 2

洗澡 30 3 29 3 23 3 3

购物 30 2 1 28 2 21 6 3

定时上厕所 33 32 28 1

打电话 10 4 2 17 5 5 2 20 3 5 5 16

处理自己钱财 28 3 2 26 3 2 1 20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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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许多横向及纵向研究证明, 年龄是老年认知功能

最重要的危险因素, 从本组长寿老人的研究资料看,

各组间MMSE总分虽无统计学差异, 但随增龄呈下降

趋势。95岁以上组短时记忆与 85~ 89岁组比较呈有

意义的下降。注意和计算力均较 85~ 89岁、90~ 94

岁组呈有意义的下降, 增龄仍是影响长寿老人认知功

能的重要因素。与国内一些调查资料报告的 85- 90

岁老人有 74119%有认知功能下降比较[ 4] , 巴马长寿

老人的认知水平是较高的。与森下敬一
[ 5]
主持的中日

联合考察结果大体相似, 他对 72例百年老人的记忆

进行了调查, 对各种提问, 记忆准确的百岁老人 67

人, 轻微健忘者 3名, 严重健忘者仅 2人。虽然绝大

多数老人为文盲, 农民, 属于痴呆高发人群之一, 但

他们的痴呆发生率非常低 1这一结果与一般人群既往
的研究结果不尽一致。其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研究。

ADL早已被WHO认可并推荐用于老年流行病学

的研究, ADL 虽受年龄、视听或运动功能障碍、躯体

疾病、情绪低落等各种因素影响, 对其结果的解释较

为困难, 但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是反映老年人健康状

态的一个重要方面已是不争的事实。在 ADL 方面长

寿老人同样表现出较其他老年人调查功能丧失率更

低[ 6]另外许多研究亦证实, 日常活动能力下降与认知

功能有较高的相关性, 这在我们的调查结果分析中也

证明了这一点, 由于巴马长寿老人长期在山区生活且

勤于劳作, 绳梯灵活性较好, 所以在与动手能力有关

的项目表现良好, 而在管理钱财、打电话、乘车等农

村老人接触较少的项目中表现较差, 如在城市老人中

洗澡、乘车功能丧失率较高, 因为他们属于较复杂的

活动, 而长寿老人洗澡功能大多保持完好, 而管理钱

财功能丧失率较高可能与农村老人较少需要自己管理

钱财有关, 也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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