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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words

中国深圳市福田区老年人心理健康问题的现况研究
董国旺

山东省宁阳县第一人民医院，中国·山东宁阳

面对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个体和群体会产生强烈的心理应激反应，并导致一系列的心理健康问题，但该问题长期未受
到重视。心理疾患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最为普遍的公共卫生健康问题，包括抑郁、焦虑、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医学无法解释的躯体症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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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本研究旨在了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流行

期间，中国深圳市福田区老年人群的心理健康状况，分析其

影响因素，为完善精准心理干预措施提供参考。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来源于中国深圳市福田区社区基本公共卫生

健康体检者。此项体检系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之一，辖区

内 65岁及以上的居民均可免费接受体检，其中完成心理测

评的总人数 27581人。

纳入标准：年龄 65岁及以上。

排除标准：严重精神疾病史者；严重听力、视力和语

言障碍者以及因严重躯体疾病而无法完成调查者。

2.2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23.0软件完成数据分析，计量资料描述采用

（±s），计数资料用率或构成比进行描述；不同组之间年

龄比较采用 t检验，不同组性别、婚姻状况、民族、文化程

度、居住方式、过往职业等构成比较采用χ2检验。所有检

验均为双侧检验，显著性水平 a=0.05。

3 结果

3.1 不同人口学特征抑郁症状分布状况

测评结果提示：本次参加心检的老年人平均年龄为

（71.21±5.68）岁，重度抑郁组平均年龄最高（76.00±8.17）

岁，正常组平均年龄最低（71.18±5.66）岁，正常组、轻度

抑郁组、中度抑郁组、中重度抑郁组、重度抑郁组五组之间

在年龄方面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F=2.32，P＜ 0.001）。

男性人群 12107人，女性人群 15474人，女性占比高于男性

（ ）。正常组、轻度抑郁组、中度抑郁组、

中重度抑郁组、重度抑郁组五组之间在性别方面差别具有统

计学意义（χ2=97.43，P＜ 0.001）。在男性人群中，正常

组人群占比最大（44.47%）。已婚人群占比最大（76.16%）。

在已婚人群中，正常组人群占比最大（76.57%），正常组、

轻度抑郁组、中度抑郁组、中重度抑郁组、重度抑郁组五组

之间在婚姻状况方面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χ2=185.98，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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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汉族人群占比最大（62.39%），在汉族人群中，

正常组人群占比最大（62.63%）。文化程度在高中及中专的

人群占比最大（16.19%），文化程度在高中及中专的人群中，

正常组人群占比最大（16.30%）。深户人群占比 24.28%。

在深户人群中，中重度抑郁人群占比最大（29.73%），正常组、

轻度抑郁组、中度抑郁组、中重度抑郁组、重度抑郁组五

组之间在居住方式方面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χ2=78.23，

P＜ 0.001）。与配偶和子女居住在一起的人群占比最大

（62.64%），在与配偶和子女居住在一起的人群中，正常

组人群占比最大（63.05%）。正常组、轻度抑郁组、中度

抑郁组、中重度抑郁组、重度抑郁组五组之间在民族、文化

程度、是否深户方面差别均无统计学意义。

3.2 不同人口学特征失眠症状分布状况

ISI的测评结果提示：本次参加心检的老年人平均年龄

为（71.21±5.68）岁，重度失眠组平均年龄最高（76.00±8.17）

岁，正常组平均年龄最低（71.18±5.64）岁。正常组、轻度

失眠组、中度失眠组和重度失眠组四组之间在性别方面差别

具有统计学差异（χ2=178.03，P＜ 0.001）。在男性人群中，

正常组人群占比最大（45.02%）。在已婚人群中，正常组

人群占比最大（76.66%），正常组、轻度失眠组、中度失

眠组和重度失眠组四组之间在婚姻状况方面差别具有统计

学意义（χ2=46.17，P＜0.001）。汉族人群占比最大（62.39%），

在汉族人群中，正常组人群占比最大（62.66%）。文化程

度在高中及中专的人群占比最大（16.19%），文化程度在

高中及中专的人群中，正常组人群占比最大（16.48%）。

深户人群占比 24.28%。在深户人群中，轻度失眠人群占比

最大（24.65%）。与配偶和子女居住在一起的人群占比最

大（62.64%），在与配偶和子女居住在一起的人群中，正

常组人群占比最大（63.05%）。正常组、轻度失眠组、中

度失眠组和重度失眠组四组之间在年龄、民族、是否深户方

面差别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

3.3 不同人口学特征焦虑症状分布状况

测评结果提示：本次参加心检的老年人平均年龄为

（71.21±5.68）岁，重度失眠组平均年龄最高（71.43±5.94）

岁，轻度焦虑组平均年龄最低（71.10±5.80）岁。在男性人

群中，正常组人群占比最大（44.81%），正常组、轻度焦

虑组、中度焦虑组和重度焦虑组五组之间在性别方面差别具

有统计学意义（χ2=196.19，P＜ 0.001）。在已婚人群中，

正常组人群占比最大（76.58%），正常组、轻度焦虑组、

中度焦虑组和重度焦虑组四组之间在婚姻状况方面差别具

有统计学意义（χ2=102.55，P＜ 0.001）。汉族人群占比最

大（62.39%），在汉族人群中，正常组人群占比最大（62.55%）。

文化程度在高中及以上的人群占比最大（16.19%），文化程

度在高中及中专的人群中，正常组人群占比最大（16.13%）。

正常组、轻度焦虑组、中度焦虑组和重度焦虑组四组之间在

文化程度方面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χ2=33.89，P＜ 0.001）。

深户人群占比 24.28%。在深户人群中，轻度焦虑人群占比

最大（27.96%）。与配偶和子女居住在一起的人群占比最

大（62.64%），在与配偶和子女居住在一起的人群中，正

常组人群占比最大（62.84%）。正常组、轻度失眠组、中

度失眠组、中重度失眠组和重度失眠组五组之间在居住方式

方面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χ2=44.68，P＜ 0.001），在年龄、

民族、是否深户方面差别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

4 讨论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新冠疫情下老年人出现不同程度

的抑郁、失眠和焦虑等情绪，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人口老

龄化的持续加剧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对老年人群心理

健康的关注。抑郁、焦虑和失眠是老年人最常见的情绪问

题，影响因素复杂，不仅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

并且还会导致高伤残、高自杀风险。近年来，中国抑郁焦虑

在城市社区老年人群中的发生率逐年升高。深圳作为中国南

方经济发达城市之一，在饮食习惯、生活方式及地域文化等

方面南北方存在较大差异，这可能是造成结局差异的主要原

因之一。

5 结语

综上所述，老年人的抑郁、焦虑、失眠等情绪问题与

身体健康状况、生活习惯、个人行为密切相关。在人口老龄

化加速发展的情况下，应该考虑从各方面进行干预，提高社

区老年人的娱乐与生活设施，帮助社区老年人有效解决其面

临的心理健康疾病，加强社区老年人的护理干预，鼓励老年

人参加社区活动等，有效预防或者减缓老年人心理问题的

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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