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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是现代社会文明发展中出现的人口结构变化*

据统计#

B##>

年
$#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
!:$A!/

亿#占总人

口的
!B:;]

#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

'

*老年人作为一个特

殊的群体#面对躯体功能下降)社会角色改变等多方面的问题#

其身心障碍发生率较高*因此#关注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开展

相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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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身心健康状况研究概况

目前国内老年人身心健康状况研究主要以流行病学研究

为主#在研究设计)样本量估计)抽样方法)诊断评价工具及现

场质控等方面均得到研究人员的重视*在样本选择上#主要选

择不同地区及特定老年群体$如养老机构)城乡地区)不同民

族)丧偶老人)离退休人员或患有某种疾病的老年人%进行研

究#在研究前常进行了统一培训#调查工具多采用信度和效度

较好的评定量表以及公认的诊断标准#现场调查做到规范化与

标准化#统计学处理也多选用了具有影响力的
.5..

或
.7.

统

计软件(资料尽量数字化)定量化#增加了结果的可比性和可交

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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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身心理健康的评定工具

目前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是进行心理评估的量化手段之一#

在老年身心健康研究中#主要有老年人精神)智能状况检查量

表以及旨在了解老年人日常活动能力)主观幸福感)身心状况)

生活质量及社会支持等方面的评定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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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认知及智能方面的评定量表
!

较常用的有!$

!

%简

易精神状态检查表$

4)@)(4F@DHJ,DHDFFSH4)@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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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由

'=J,DF)@

于
!>A;

年编制#共
"#

个条目#在老年精神卫生研究中

有较大影响力#目前仍然在国内外广泛使用#但该量表受文化

影响较大#故使用时应考虑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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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认知评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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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量表

测查简单#仅
!#

个条目#简明易懂#且受文化环境影响小#尤其

适合在发展中国家文化程度较低的老年人中快速筛查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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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幸福度与生活满意度的评定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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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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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平衡量表$

HGGF2DKHJH@2F,2HJF

#

7U.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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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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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制定#

7U.

由正性情感$社会性交往及活动性兴趣%

与负性情感$担忧)焦虑情绪及角色丧失感%组成#评分简单#结

果正值分越高反映心理状况越好($

B

%生活满意度指数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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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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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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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HM)

N

ECI,D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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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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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编制#共
B#

项条目#其中包括了不同的内在

心理指标#专用于老年群体($

"

%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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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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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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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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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编制#包括正性情感

与负性情感各
;

项)正性体验与负性体验各
A

项#共
B/

个条

目*

-Z3.8

在国内老年心理健康评定中使用较多*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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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自信心的评定量表
!

常用费城老年学中心信心量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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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量表

共
B"

个条目#从不满足与孤独)激越以及对自己年龄的态度三

方面的评定来了解其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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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日常生活能力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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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量表由美国
1HOD=@

和
UI=<

L

在
!>$>

年制定#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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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包括躯体生活自理和日常生活工具使用两部分内容#可

根据家属及护理员等知情人的观察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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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社会支持情况方面的评定
!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由

中国学者肖水源制定&

;

'

#量表有
!#

个条目#该量表从客观支

持)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三个维度进行评定*

A:E

!

其它综合评定量表和各种症状评定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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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自评量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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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常用于身心健康研究#各种症状评定

量表种类繁多#主要对不同老年精神疾病症状的严重程度进行

量化评估#在其它年龄精神病患者的症状评定中使用更为常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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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因素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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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因素
!

社会支持是指个体获得来自他人)家庭)亲

属)朋友)同事及社会的心理上和物质上的支持与援助#是建立

在社会支持系统上的各种社会关系对个体的主观和客观的影

响力*大量研究显示社会支持是应激和心理应对的重要中介

机制#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利于身心健康#可以为个体提供有效

的心理缓冲)问题解决策略及情感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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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CDR

和
1HQF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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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主效应模型研究表明社会支持状况可以较好地预测心理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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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证实社会支持对老年人的生活与身心健康

有积极作用#老年人受到的社会支持越多#他们的身心健康状

况就越好*

WIHC,F

和
1)H@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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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情感支持比经济支持

更能促进老年人的精神健康*社会支持分为主观支持和客观

支持#主观支持是个体体验到的情感上的支持#主要是个体在

社会中受尊重)被支持)被理解的情感体验和满意程度#与个体

的主观感受密切有关*客观支持是包括物质上的直接援助和

社会网络的支持#是独立于个体感受的客观存在&

!/

'

*因此#在

为老年人建立社会网络支持的同时#应使之感受到情感上的

支持*

B:A

!

家庭因素
!

中国是一个强调家庭观念的传统型国家#人

进入老年期后#个体的社会)躯体功能均发生退化#其活动中心

由社会转向家庭#家庭是老年人生活的主要空间#家庭结构)家

庭关系和家庭气氛对老年人的心理产生巨大影响*家庭结构

和生活的变化#如空巢家庭)独居)丧偶)子女亡故及家庭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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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B("!;

%*

!

#

!

通讯作者#

%FJ

!

!""B#B/9>99

(

6(4H)J

!

OOO:4E

d

>>$$$

%

,)@H:2=4

(

!

&

!

通讯作者&

%FJ

!

!"/"$##/>;>

(

6(4H)J

!

OOO:R

?

2"####

%

!$":2=4

*



等#都容易使老年人出现情绪障碍#影响身心健康*家庭结构

改变对老年人心理健康有明显影响&

!;(!A

'

#丧偶对其影响最为

突出&

!9(B#

'

#由于丧偶使老年人家庭结构和生活发生重大改变#

而这一现象在老年人中又最常发生*

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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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因素
!

有资料显示城市老年人大部分有独立经济收

入#

>;]

以上有退休金#无退休金者多由子女赡养(而农村老人

常无固定收入#缺乏独立的经济来源或可靠的经济保障#生活

水平较低&

B!

'

*因经济问题造成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以及老年

人在社会和家庭中经济地位的改变#也是影响老年人身心健康

的因素之一&

BB(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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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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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退休因素
!

离退休综合征是指老年人从工作岗位离退

休后#生活节奏)生活内容)社会地位及人际交往等方面都发生

很大变化#由于不适应环境的突然改变#在心理或躯体方面出

现异常和障碍的现象&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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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离退休后约有
!

"

"

的老年

人不适应#出现孤独)寂寞)失落)焦虑)抑郁和烦躁等负性情

绪*还可伴有血压波动)食欲不佳)睡眠不宁和容易疲劳等不

适症状*这是因为老年人突然脱离原来长期习惯的工作环境#

对环境变化及社会角色转换的思想准备不够充分#易陷入孤

独)寂寞和失落情绪中#若这种状态持续存在#就出现离退休综

合征现象#影响身心健康&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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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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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因素
!

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加#身体各器官出现生

理性衰老#如感觉器官退化#听)视力减退#这些退化影响其与

他人的沟通能力(大脑皮层逐渐萎缩#记忆力下降#特别是近记

忆减退明显#对新鲜事物不敏感#想象力衰退#影响老年人对信

息的记忆)传递和理解(精力不足)性功能减退)反应迟钝及适

应能力减退等使老年人产生感伤)焦虑)恐惧及悲观抑郁情

绪&

B$

'

*

进入老年期后#机体的调节功能)免疫及抗病能力显著下

降#出现体弱多病的现象*据调查老年人有
//]

的时间用于

疾病的诊疗&

BA

'

*据报道
$#

岁以上老年患者中有
A#]

以上患

有各种慢性疾病#而且因慢性疾病而影响活动能力的比例随年

龄增长而增加&

B!

'

*由于病程长#并发症多#缓解后复发率较

高#严重影响老年人的身体状况)生活自理能力及家庭内外的

人际关系#造成心理负担#影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尤其是患

有老年痴呆症)老年抑郁症)脑血管病)糖尿病及肿瘤等疾病#

可导致老年人出现不同程度的认知障碍)精神障碍和心理障

碍*

生物学因素研究较多的涉及神经类型)身体素质)疾病$特

别是大脑病变%)遗传因素)神经内分泌和神经生化等因素*通

过探讨脑部疾病)神经生化及神经内分泌异常对心理健康的影

响#老年人神经递质的退化被视作导致心理障碍的重要生物学

原因之一&

B9(B>

'

*

B:E

!

心理因素
!

内在的心理因素主要包括人格特质)习惯性

认知和归因方式)情绪与情绪调节)应付和防御风格)自我概念

和健康信念)自尊和自我效能感等*

&I=,,HIDE(-HD)2FQ

等&

"#

'

发现人格特质中的神经质这一纬度与肿瘤和心脏病的产生有

关#神经质倾向越高的人#肿瘤和心脏病的发病率也越高*姚

远和陈立新&

"!

'研究发现老年人人格特质中内)外向与心理健

康总分负相关#与神经质)精神质正相关*

.2E)FI

和
UI)<

N

F,

&

"B

'

提出
/

组人格因素与一些疾病的关系*人格特质与主观幸福

感)积极或消极情感均有一定关系#人格特质可以预测
!#

年后

的主观幸福感&

""

'

*

B:F

!

生活习惯因素
!

不少学者很早就注意到了吸烟)喝酒及

生活无规律等不良生活习惯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长期

吸烟的人体内积累的有害物质较多#这些物质作用于身体内环

境#使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以及肿瘤的发病率大大提高#

影响老年人的身心健康&

"/

'

*

综上所述#影响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因素较多#躯体与心理

状况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尚需深入*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状

况这一角度可反映一个地区经济)精神文明和卫生状况的水

平#开展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状况的研究#准确掌握有关影响因

素#适时调整医疗和社会健康保障工作的措施#提高老年人生

活质量#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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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中#意识是人所特有的一种对客观现实的高级心理

反映形式*在人的各种心理活动中#意识发挥着调节)控制及

指导的作用*自我意识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和评价#包括认

识自己的生理状况$如身高)体质量及体态等%)心理特征$如兴

趣)能力)气质及性格等%以及自己与他人)社会的关系$如自己

与周围人们相处的关系)自己在集体中的位置与作用等%*正

是由于人具有自我意识#才使人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进行自我

控制和调节#使自己形成完整的个性#因此#自我意识在个体发

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B#

世纪中叶以来#自我意识开始

成为各国学者研究的热点*儿童时期是个体自我意识初步形

成的重要时期*自我意识水平较低的未成年人会表现出更多

的心理健康问题&

!("

'

*因此#对未成年人自我意识的研究具有

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现将对未成年人自我意识的影响因素

综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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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意识的研究工具

对未成年人自我意识与相关因素的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

查的方法*国外对研究自我意识所用的主要量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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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编制的自我描述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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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D)=@@H)IF

#

.*c

%)田

纳西自我概念量表$

DF@@F,,FF,FJG(2=@2F

P

D,2HJF

#

%.+.

%及

5)FI,(8HII),

儿童自我意识量表$

5)FI,(8HII),2E)J<IF@h,,FJG(

2=@2F

P

D,2HJF

#

58+..

%等&

/

'

*实际应用中#考虑文化差异及实

验条件#一般在进行检测时#会对国外量表进行修订*最为常

用的是
58+..

#该量表是由美国心理学家
5)FI,6i:

及
8HII),

*U

于
!>A$

年编制并修订的未成年人自评量表&

;

'

#通过评估未

成年人的行为和属性了解其自我意识水平#判断心理健康水

平#适用于
9

$

!$

岁的未成年人#信度和效度较好#分为行为)

智力与学校)躯体外貌与属性)焦虑)合群)幸福与满足
$

个分

量表*该量表为正性计分#各分量表和总分分值越高表明未成

年人自我评价越好#总分低于
/$

分者提示自我意识水平较低*

B##!

年由中南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苏林雁教授联合国内
B#

多家单位#将此量表进行了标准化并制定了中国常模&

$

'

*研究

发现并证实了年龄)性别)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健康状况及城

乡差异等许多因素都会影响未成年人自我意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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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意识整体水平的调查

B##A

年中国西部欠发达地区甘肃省一项调查显示当地农

村中)小学生低自我意识发生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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