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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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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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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方法!评价基于
)<?=:R%

和
:

@

<?=:R%

相关系数的空巢老年人生活质量与其各因素相关性$

方法
!

利用网络数据库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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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中国知网全文

数据库%万方数据库和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检索时限至
'"!H

年
-

月!查找关于空巢老年人生活质量与社会支持相关性的文献$

按照纳入排除标准筛选文献%提取资料并评价纳入研究的质量后!采用
+E0E0!!1"

软件进行
C<T?

分析$结果
!

共纳入
3

篇文

献!文献质量总体较好$总样本量为
'253

名!男
!'"!

名!女
!'52

名$

C<T?

分析显示!社会支持与生活质量合并相关系数及

7344<

为
"1'5-

"

"1'3'

!

"16'7

#'社会支持利用度与生活质量合并相关系数及
7344<

为
"1'6'

"

"1!7!

!

"1'-2

#'主观支持与生活

质量合并相关系数及
7344<

为
"1'H"

"

"1''2

!

"1'75

#'客观支持与生活质量合并相关系数及
7344<

为
"1!67

"

"1!"!

!

"1!-7

#!合

并后相关系数以社会支持最高$空巢老年人生活质量与社会支持总分随着样本量逐渐增加!相关性随之减小$随机抽样方法测

出相关系数高于非随机抽样方法测出的结果$南方空巢老年人生活质量与社会支持相关系数高于北方$结论
!

中国空巢老年人

生活质量与社会支持存在相关!主要受主观支持%对支持利用度等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

!

老年人'生活质量'社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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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老龄化%预期寿命延长%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结

构核心化%人口流动和迁移加速及社会竞争力的客观要求!我

国老年空巢家庭数量呈上升趋势"

'"!3

年底!中国老年人口

总数达
'1''

亿!占人口总数的
!H1!4

!空巢家庭将逐步成为

中国主要的老年家庭形式)

!

*

"国内外学者对空巢老年人概念

的界定不尽相同!基本包括
6

种观点)

'B2

*

&#

!

$最后一个子'女离

开!仅剩一对夫妇独自生活的老年人(#

'

$仅与配偶共同生活或

独居的老年人!此观点将独居病人纳入空巢范围(#

6

$身边无子

女共同居住!独自生活的老年人!国内学者多采用此种观点对

空巢老年人展开研究"作为老年特殊群体!空巢老年人需要经

历生命周期及家庭周期的双向转型!在缺乏成年子女陪伴!情

感慰籍!可利用社会资源缺失的情境下!如何提升空巢老年人

的生活质量#

e(O

$!促进和谐空巢化!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

重大问题"

J&(

将
e(O

定义为不同文化和价值体系中的个

体对其生存目标%期望%标准及所关心的事情相关生存状况的

感受)

3

*

"研究表明!老年群体生活质量不容乐观)

HB5

*

&#

!

$由于

大脑功能的退化及离退休前后生活的急剧变化!生活自我照护

能力显著下降!易出现失落%自卑%不满及严重的沮丧情绪(#

'

$

HH

重庆医学
'"!5

年
!

月第
2-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6FD>""7

$(湖州市科技计划项目#

'"!H\L*6'

$(浙江省湖州师范学院
'"!-

年科研项目

#

'"!-,Q,C"2

$"

!

作者简介%李莎莎#

!753a

$!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老年健康促进与心理健康维护研究"



由于子女独立生活!老年人更易产生孤独感)

7

*

"作为老年人群

中的特殊群体!空巢老年人不仅存在以上问题!同时面临双向

转型!即生命周期的转型#从中年期到老年期$及家庭周期的转

型#从核心或主干家庭到空巢家庭$"双向转型期间由于缺乏

成年子女的陪伴!空巢老年人面临的各种生活困扰及精神失落

无助使
e(O

问题日渐凸显)

!"B!!

*

"因此!关注空巢老年人
e(O

的影响因素!提高空巢老年人的
e(O

已成为成功应对老龄化

关键"藉此!研究者采用
C<T?

分析方法!以
)<?=:R%

相关系数

来评价空巢老年人
e(O

与社会支持的相关关系!为政府有关

部门对空巢老年人制订有效的生活质量干预路径提供参考

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1!

!

检索策略
!

通过计算机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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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中

国知网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库和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中相关

的原始论文(中文检索词为.空巢/.空巢者/.空巢老年人/.空

巢综合征/.空巢家庭/.空巢期/.单居老年人/.孤寡老年人/

.空巢的老年人/.社会支持/.

+9B6H

/.

+96H

/.

+96H

/.

+9B6H

简

表/.

+9B6H

健康调查/.简式
6HB̂T<#

健康调查/"英文检索词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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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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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A<

/等(检索时限截止到
'"!H

年
-

月
!

日"运用所有相关的主题词和关键词进行数据库检

索!如果摘要符合纳入标准!则进一步查找并阅读全文(并采用

文献追溯法尽可能地查找到详尽的资料"

!1"

!

纳入与排除外标准

!1"1!

!

纳入标准
!

#

!

$国内外公开发表的参考文献(#

'

$研究

对象为中国空巢老年人(#

6

$研究设计为现况调查(#

2

$调查工

具为健康调查简表#

+9B6H

$与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D++

$(#

3

$

研究变量为
e(O

与社会支持及包含的各维度的相关关系!数

据资料完整!包括
)<?=:R%

相关系数
:

或
+

@

<?=:R%

相关系数
:

能转换成
:

的
#

值%

9

值或
OR

]

$:T$X

回归系数估计值与
%

(#

H

$对

同一人群重复发表文献采用最新%最完整的数据(#

-

$文种为

中%英文"

!1"1"

!

排除标准
!

#

!

$评定量表不是使用
+9B6H

与
+D++

(#

'

$

参考国家卫生保健质量和研究街道)

5

*等提供的标准!重复发表

的文献%文献质量差%数据不完整%计算有误和无法转化为

)<?=:R%

相关系数
:

或
+

@

<?=:R%

相关系数
:

的文献及不能获得

全文的文献"

!1$

!

文献质量评价
!

根据
+ED(*P_2F;<XNA$:TF=R::B+<XB

T$R%?A

)

!'

*声明!将
+ED(*P

清单的方法学部分结合
+0G/PDB

+(G

等)

!6

*研究的观察性研究质量评价工具的系统评价从研究

设计%研究设置%参与者%变量%数据%偏倚%样本大小%定量变

量%统计方法%利益冲突
!"

个方面来评价现况研究的文献质

量和方法学质量"

!1#

!

资料提取
!

阅读全文后进行资料提取!两名评价者对纳

入的文献进行文献筛选"另外两名评价者进行资料提取!遇到

不一致的情况!讨论后解决"资料提取包括&第一作者%出版年

份%地区%样本来源#社区%街道$%样本量#男'女$%抽样方法%年

龄%抽样方法%影响因素%相关系数
:

%主要结论"

!1B

!

结局指标
!

所纳入的研究都是采用
+D++

和
+9B6H

来评

定社会支持度和
e(O

程度"选择
+9B6H

量表评定空巢老年人

e(O

!是由于该量表的广泛接受和运用!以及其可信度和精确

度的数据支持"研究社会支持和
e(O

之间相关关系都是采

用
)<?=:R%

相关系数
:

值来表示!故采用
)<?=:R%

相关系数
:

值作为综合结局指标"

:

为正值表示社会支持与
e(O

成正

相关"

!1F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E0E0!'1"

%

PSX<A'"!"

进行统计分

析"通过
!

' 检验进行异质性检验!若
<

'

$

3"4

!采用固定效应

模型进行分析(若
<

'

%

3"4

!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

!2

*

"

计算各个研究合并后的
:

值及
7344<

!用森林图展示各个研

究结果的特征"采用漏斗图法评价发表偏倚!通过比较随机效

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的结果进行敏感性分析"若个别研究

偏离漏斗图的可信区间!进一步采用
*<

]]

f:T<:T

与
P

]]

<=f:

T<:T

来检验发表偏倚!以
$

$

"1"3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

"

在
C<T?

分析前!纳入文献的研究结果以
#

值%

H

值%

OR

]

$:T$X

标

准化回归系数报告!需要转换成相应的
:

值!转换的公式

如下)

!3B!H

*

"

:

@

<?=:R%

相关系数
=

转换
)<?=:R%

相关系数公式如下&

:I

':$%

#

:

"

&

H

$

对结局变量为相关系数
:

值的资料!则采用公式换算出

;

-"B,:I"&

值)

!-

*

!然后将
;

-"B,:I"&

值和标准误
D5

输入
+E0B

E0!'1"

软件!利用倒方差法)

!5

*得出
"3660:

2;

-"B,:I"&

值!

再利用公式)

!5

*

#

2

$换算出
"3660:

2

:

值!用
"3660:

2

:

值综合

评价
e(O

和其影响
e(O

各因子之间的相关关系"通过
"36J

60:

2

:

绝对值的取值范围来判断变量的相关强度&

"15

!

!1"

表示极强相关!

"1H

!

"15

表示强相关!

"12

!

"1H

表示中等程度

相关!

"1'

!

"12

表示弱相关!

"

!

"1'

表示极弱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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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B,:I"&I"13ĝ%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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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K

"

I

!

%a6

)

!-

*

#

6

$

D

5

I K槡 &

#

2

$

"3660:

2

:I

,

'&

a!

,

'&

h!

#

&

为
"3660:

2;

-"B,:I"&

值$

"

!

结
!!

果

"1!

!

纳入文献基本情况
!

初检共获得
57

篇文献!其中中文

5H

篇!英文
6

篇"删除重复发表和交叉的文献
'3

篇!经阅读

文题和摘要!排除
35

篇!再通过查找全文%阅读%质量评价后!

最终纳入
3

篇文献"共纳入的
3

篇研究中!总样本量为
'253

名!其中男
!'"!

名!女
!'52

名"文献涵盖了中国
6

个省份和

!

个自治区的空巢老年人群!见图
!

%表
!

"

"1"

!

纳入研究的方法学质量评价
!

纳入的
H

篇研究!资料均

来源社区或养老街道!大部分研究变量定义明确!样本量充足!

统计方法正确!见表
'

"

图
!

!!

文献筛选流程图

-H

重庆医学
'"!5

年
!

月第
2-

卷第
!

期



表
!

!!

入选文献基本情况

第一作者'

研究年份
%

#男'女$ 地区 社区'街道
年龄#均值$

#岁$

抽样方法
影响因素

:

值

主观支持 客观支持 对支持利用度 社会支持总分
主要结论

姜娜
'""5

)

'"

*

22!

#

'"H

'

'63

$

湖南
H

个街道
%

H"

#无$

分层随机抽样
"16- "1'27 "1'!- "167!

社会支持总分与空巢老年

人
e(O

密切相关

王艳梅
'"!"

)

'!

*

7!6

#

23H

'

23-

$

新疆
'

个街道
H"

!

73

#无$

多阶段混合

抽样
B

整群抽样
"1!!7 "1"!2 "1"72 "1!!-

空巢老年人社会支持
e(O

密切相关

黄仁健
'"!'

)

''

*

7-3

#

2-6

'

3"'

$

湖南
2

个街道
H"

!

75

#

-"1"'8H15-

$

分层随机

按比例抽样
"1'53 "1'"H "1'75 "16'5

岳阳市高血压病空巢老年

人
e(O

与社会支持密切

相关

何叶
'"!'

)

'6

*

7!

#

2"

'

3!

$

北京
!

个社区
H"

!

5-

#

-"1'"8H1H7

$

便利抽样
"127" "1'6" "136" "12H"

空巢老年人社会支持与

e(O

呈相关性

方娇
'"!2

)

'2

*

H3

#

'H

'

67

$

安徽
!

个社区
H"

!

5H

#

-"1578H173

$

随机抽样
"135" a "167" "1H6"

主观感受的支持度低下是

e(O

降低主要因素

!!

a

&无数据

表
'

!!

纳入研究的方法学质量评价

评价条目 说明
! ' 6 2 3

研究设计 陈述研究设计的关键内容
L L L L L

研究设置 描述研究街道%研究地点及相关资料
L L L L L

参与者 描述纳入标准%参与者的来源和选择方法
L L L L L

变量 明确定义结局%暴露%可能的混杂因素及效应修饰因素
L L L L L

数据 对每个有意义的变量给出数据来源和详细的测量方法
L G G G G

偏倚 描述解决潜在偏倚#回忆偏倚%调查者偏倚%失访偏倚等$的方法
L L L L L

样本大小 描述样本量的确定方法
L G G G G

定量变量 解释定量变量是如何分析的
L G G G G

统计方法 描述统计方法!包括减少混杂因素的方法
L L L L L

描述分析亚组和交互作用的方法
G G G G G

解释如何解决数据缺失
G G G G G

利益冲突 利益冲突说明或者基金来源的鉴定
G G G G G

!!

L

&有(

G

&无或未提及(

!

&姜娜
'""5

)

'"

*

(

'

&王艳梅
'"!"

)

'!

*

(

6

&黄仁健
'"!'

)

''

*

(

2

&何叶
'"!'

)

'6

*

(

3

&方娇
'"!2

)

'2

*

"1$

!

C<T?

分析

"1$1!

!

社会支持总分及各因子与空巢老年人
e(O

的相关性

!

本研究在社会支持总分%支持利用度因子%主观支持因子%客

观支持因子与
e(O

相关性研究中!异质性检验结果分别显示

各研究间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

'

I7'124

!

$

$

"1"!

(

<

'

I

55174

!

$

$

"1"!

(

<

'

I7"1-4

!

$

$

"1"!

(

<

'

I55164

!

$

$

"1"!

$!故均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
C<T?

分析"

C<T?

分析结

果分别显示!社会支持总分与
e(O

相关性的
"3660:

2;

-"B,:I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3

$!缺少社会支持的空巢老年

人
e(O

下降的风险增高#

"3660:

2;

-"B,:I"&

&

"1'5-

!

7344<

&

"1'3'

!

"16'7

!

$

$

"1"!

$(支持利用度因子与
e(O

相关性的

"3660:

2;

-"B,:I"&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3

$!对支持利

用度不高的空巢老年人
e(O

下降的风险增高#

"3660:

2;

-"BJ

,:I"&

&

"1'6'

!

7344<

&

"1!7!

!

"1'-2

!

$

$

"1"!

$(主观支持与

e(O

相关性的
"3660:

2;

-"B,:I"&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3

$"缺少主观支持的空巢老年人
e(O

下降的风险增高

#

"3660:

2;

-"B,:I"&

&

"1'H"

!

7344<

&

"1'62

!

"1'75

!

$

$

"1"!

$(客观支持与
e(O

相关性的
"3660:

2;

-"B,:I"&

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1"3

$!缺少客观支持的空巢老年人
e(O

下

降的风险增高#

"3660:

2;

-"B,:I"&

&

"1!67

!

7344<

&

"1!"!

!

"1!-7

!

$

$

"1"!

$"然后!将
"3660:

2;

-"B,:I"&

值换算为

"3660:

2

:

值评价社会支持总分%社会支持利用度因子%主观

支持因子%客观支持因子与空巢老年人
e(O

的相关关系!通

过公式计算得
"3660:

2

:

值分别为
"1'-7

%

"1''5

%

"1'32

%

"1!65

"

"1$1"

!

e(O

与社会支持总分相关性的亚组分析
!

亚组分析

结果显示!资料的来源对空巢老年人
e(O

与社会支持的相关

系数产生显著影响#

$

$

"1"!

$!不同研究年份测出的相关系数

随年份升高而显著上升#

$

$

"1"!

$"伴有高血压慢性病空巢

老年人
e(O

与社会支持的相关系数高于未伴有高血压慢性

病#

$

$

"1"!

$"南方空巢老年人
e(O

与社会支持相关系数显

著高于北方#

$

$

"1"!

$"空巢老年人
e(O

与社会支持相关性

系数随着样本量增加而减小#

$

$

"1"!

$"随机抽样方法测出

相关系数高于非随机抽样方法测出的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1"!

$!见表
6

"

图
'

!!

社会支持利用度与
e(O

相关性

*<

]]

f:T<:T

漏斗图

"1#

!

敏感性和发表偏倚
!

采用逐一排除各研究的方法进行敏

感性分析!

"3660:

2;

-"B,:I"&

值未见明显改变!表明本次

5H

重庆医学
'"!5

年
!

月第
2-

卷第
!

期



C<T?

分析结果稳定可靠"以
;

-"B,:I"&

效应值为横坐标!以

;

-"B,:I"&

标准误为纵坐标绘图!根据漏斗图分析可知!

e(O

与社会支持相关性漏斗图基本对称!显示其
C<T?

分析发表偏

倚较小"但因个别研究偏离漏斗图可信区间!因此用
*<

]]

f:

T<:T

和
P

]]

<=f:T<:T

结果进一步检验漏斗图的对称性"结果显

示!各研究结果没有明显发表偏倚!入选的研究具有较好的代

表性!社会支持与
e(O

相关性
&I!1!3

!

$I"1'3!

!

#I!156

!

$I"1!2'

!见图
'

%

6

"

表
6

!!

e(O

与社会支持总分的亚组分析

组别 文献数量
合并

&

值

#

;

-"B,:I"&

$

7344<

异质性

#

<

'

!

4

$

年份

!

'""5a'"!" ' "1'!6

#

"1!H"

!

"1'H-

$

7H1!4

!

'"!!a'"!' ' "1632

#

"1'76

!

"12!2

$

27134

!

'"!6a'"!2 ! "1-2!

#

"127"

!

"177'

$

a

来源

!

社区
' "137-

#

"126-

!

"1-35

$

36124

!

街道
6 "1'H-

#

"1''H

!

"16"-

$

72164

地区

!

南方
6 "16-7

#

"16'5

!

"126"

$

-7174

!

北方
' "1!3!

#

"1"57

!

"1'!6

$

7!124

有无高血压

!

有
! "162!

#

"1'-5

!

"12"6

$

521!4

!

无
2 "1'3!

#

"1'"!

!

"16"'

$

761-4

样本量#名$

!"

'"" ' "137-

#

"126-

!

"1-35

$

36124

!

'"!

!

3"" ! "12!6

#

"16!7

!

"13"-

$

a

!#

3"" ' "1'66

#

"1!5-

!

"1'-5

$

731-4

抽样方法

!

随机
6 "16-7

#

"16'5

!

"126"

$

-7174

!

非随机
' "1!3!

#

"1"57

!

"1'!6

$

7!124

!!

a

&无数据

图
6

!!

社会支持利用度与
e(O

相关性

P

]]

<=f:T<:T

漏斗图

$

!

讨
!!

论

!!

本研究结果显示!空巢老年人的
e(O

与社会支持总分%

社会支持利用度因子%主观支持因子%客观支持因子的相关系

数分别为
"1'-7

%

"1''5

%

"1'32

%

"1!65

!主观支持与
e(O

的相关

系数高于客观支持!这表明空巢老年人主观支持比客观支持对

其
e(O

更有意义"究其原因分析!虽然主观支持并不是客观

现实!但是主观支持是被感知到的受尊重%被理解的心理现实!

而正是这种心理现实作为实际的变量影响了空巢老年人的健

康信念和行为!直接提高了空巢老年人的
e(O

"这与周建红

等)

'3

*

%梁芳等)

'H

*的研究结果一致"根据
"3660:

2

:

绝对值的

取值范围!客观支持与
e(O

总体呈极弱相关!社会支持利用

度与
e(O

总体呈弱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3

$!表明

空巢老年人接受客观社会支持的物质援助%活动支持也可在一

定程度上促进自身
e(O

的提高"其原因&#

!

$客观支持的一

些服务可以直接使其感受关爱!以消除影响
e(O

的心理症

状(#

'

$客观支持作为一种应对资源!能使个体采取更积极的应

对方式!间接促进空巢老年人形成健康的生活信念和行为!以

改善其
e(O

)

'-

*

"因此!通过加强主观支持的强化作用!增加

客观支持的社会供给途径!提升社会支持资源的利用!将有助

于更全面的提高空巢老年人
e(O

"

亚组分析结果显示!伴有高血压慢性病空巢老年人
e(O

与社会支持的相关系数高于未伴有高血压慢性病!说明社会支

持对伴有慢性病的空巢老年人的
e(O

具有更显著的影响"

在地区方面!我国南方地区空巢老年人
e(O

与社会支持相关

性明显高于北方地区"究其原因可能与南北地区的生活环境

及社会支持网络系统的不同有关"在研究设计中!不同样本

量!抽样方法均对空巢老年人
e(O

与社会支持的相关性造成

影响"提示未来研究中应注意抽样方法和样本量对研究结果

所带来的影响"另外!本研究中不同来源的空巢老年人!来源

于社区的患者
e(O

比街道更依赖社会支持!但由于研究数量

的限制!仍需要更多的研究探究居家养老与养老院养老的空巢

老年人
e(O

与社会支持的关系"

!!

本研究采用
C<T?

分析的方法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分析!

亦存在一些不足&#

!

$由于仅检索了公开发表的中%英文文献!

可能存在文献收录不全(#

'

$仅有
3

篇文献被纳入!亚组所包含

的文献数量较少!对结果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6

$由于各研究数

据对空巢的表述不清晰等原因!本研究未探究绝对空巢和相对

空巢!独居空巢和与配偶相居等亚组空巢老年人的社会支持对

e(O

的影响(#

2

$本研究未见单组率
C<T?

分析!减少了数据的

低效使用(#

3

$本研究选择
+9B6H

总分与其社会支持总分及其

维度相关性进行分析!缺少对
+9B6H

各维度与社会支持相关性

的探讨"对于不含
+9B6H

总分%仅有
+9B6H

维度与社会支持相

关描述的多篇研究未纳入本研究中!可能存在选择偏移"

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如何提高老年人的
e(O

及其卫

生保健水平是老年医学的工作重点"空巢老年人
e(O

的影

响原因错综复杂!不仅有生理%心理%社会等因素的影响!也受

空巢时间持续长短!自身适应能力%生活习惯及某些未发现的

慢性疾病等因素联合作用的结果"本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南方

人群的
e(O

更加依赖于社会支持!应该给予空巢老年人更多

的关注与支持(伴有高血压空巢老年人人群的
e(O

的提高!

更需要社会支持(来源于社区患者的
e(O

比街道更依赖社会

支持(同时研究样本量大小与试验是否随机直接关系到社会支

持与
e(O

的相关性"因此!建议今后的研究应完善前瞻性设

计%做好调查中的质量控制以进一步探究空巢老年人
e(O

与

社会支持的相关性!找准老年医疗服务或社区服务的切入点!

这可能是提高空巢老年人
e(O

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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