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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从老年痴呆患者的家庭照顾者角色出发，阐述了照顾者虐待倾向的定义及研究工具，描述了老

年痴呆照顾者虐待倾向的研究现状及危险因素，并提出自我启示，希望为减少老年痴呆照顾者虐待倾向

的现象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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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starts from the role of family caregivers of Alzheimer’s patients, expounds the 
definition and research tools of caregiver abuse, describes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risk factors of 
caregiver abuse of Alzheimer’s disease, and proposes self-enlightenment, hoping to provide th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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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ical basis for reducing Alzheimer’s disease caregiver ab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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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老年痴呆(Dementia)是多发于老年人群的进行性发展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1]。我国作为全球老年

人口最多的国家，据报道其老年人群的痴呆患者数量在不断增长[2] [3]，预估到 2050 年我国老年痴呆患

者人数将接近 4000 万[4]。由于我国的儒家文化以及未完善的养老机构、医疗卫生保健系统的原因，据报

道我国的老年痴呆患者主要由家庭人员进行照护任务[5] [6]。对于老年痴呆患者疾病的特殊性，其往往出

现认知功能、社会交往功能等障碍，照护难度和身心负担会促使家庭照顾者更易有虐待倾向的发生[7]，
且年痴呆患者受虐待的概率高于一般老年人群。研究表明，老年人遭受虐待会增加其死亡率及再入院率

的发生[8]，不利于老年痴呆患者疾病的治疗与康复，会给家庭及社会带来极大的医疗负担。在我国，提

及老年人受虐待问题相对隐晦[9]，有些是关于养老院照顾者或照护机构的照顾者等虐待倾向的相关研究，

但对于老年痴呆病人的家庭照护者虐待倾向容易被人们所忽视，因此我们应扩大对家庭照顾者的虐待倾

向的研究，希望能够引起社会对老年痴呆患者的关注，因此本文对于老年痴呆患者的家庭照顾者虐待倾

向进行概述，希望能够为减少老年痴呆患者受虐待现象提供理论依据。 

2. 虐待倾向的概念 

虐待倾向指的是虐待行为发生前的一种准备状态，早期识别虐待倾向可以有效避免虐待行为的发生。

虐待倾向一般指家庭照护者意欲以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10]，从而对失能老人的伤害等，可能会影响到老

年痴呆患者的身心健康等方面，主要形式包括身体虐待、物质虐待、精神虐待、疏于照护、性虐待等[11]。
其中，具有虐待倾向的照顾者包括家庭成员、非正式照顾者等其他人，本文主要阐述的是家庭照顾者的

虐待倾向。 

3. 老年痴呆家庭照顾者虐待倾向的研究工具 

3.1. 美国医学协会虐待类型评估工具(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Screen for Various Types 
of Abuse and Neglect, AMA-SVTAN) 

该量表由国外学者 Aravanis [12]研发而成，可用于临床工作人员对患者进行体格检查时诊断并明确

老年人受到虐待的类型。其中，此量表为自评问卷，共有 9 个问题。经重测其信效度均为良好，其重测

信度时 0.83，Crobach’α系数为 0.73。此项问卷的评测者主要为该医疗保健专业人士对同意访谈的老年人

群进行测试。 

3.2. 老年人受虐待简明筛查表(Brief Abuse Screen for the Elderly, BASE) 

Reis 和 Nahmaish [13]设计了该量表，主要用于测量老年人群是否出现身体、精神、经济虐待、和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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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照护等问题。本筛查量表共包含 5 个项目，评估时间简短方便，在医院或者其他繁忙的环境中也较为

适用。但是，该量表的评分方法尚无，且需要评估者对老年人受虐待的理念及虐待类型有所了解。 

3.3. 虐待老年人评估量表(The Caregiver Abuse Screen for the Elderly, CASE) 

CASE 是加拿大学者[14] Reis 和 Nahemiah 用来评估老年照顾者是否存在虐待倾向的一种量表，该问

卷条目少，具有操作简便的特点。后来，我国学者[15]冯瑞新等将其汉化后引入我国。该量表共包含 9
个问题，结果为“是”得“1”分，为“否”则得“0”分。总分 ≥ 3 分认为该测试者存在者虐待倾向，≤2
分就没有虐待倾向。此外，该量表[16]已应用于老年患者的家庭照顾者的虐待倾向的评估，其中量表的信

效度良好，其 Cronbach’α系数为 0.77。 

3.4. 老年人受虐待评估工具(Elder Assessment Instrument, EAI) 

EAI 主要由国外学者 Fulmer [17]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设计而成，可以用来测量住院老人所遭受虐待

情况以及老人受虐待的症状和体征，在临床环境中适合使用。其中，该量表主要包括 41 个条目构成，评

定者主要是临床经验丰富的护士和医生对老年患者进行独自面谈与体格评估等，可在住院期间运用。其

中，该问卷的信效度也较为良好，Cronbach’α系数为 0.84。 

4. 老年痴呆照顾者虐待倾向的研究现状 

目前，我国对于老年痴呆家庭照顾者虐待倾向的研究相比于国外尚不成熟[18]。研究发现，老年痴呆

家庭照顾者的虐待倾向的存在还是较为普遍存在的。[19] [20]国外提出，虐待现象更易出现于老年痴呆或

认知障碍人群。我国学者在对[21] 100 多名家庭照顾者展开调查，有 77.8%的老年痴呆的照顾者存在有虐

待倾向，其结果明显高于一般老年人的照护者[22]。杨萍萍对社区老年痴呆照顾者进行随访，发现老年痴

呆患者有高达 83.5%受虐待的风险。其中，国内外研究表明老年患者的痴呆行为[21]、精神症状及生活自

理能力是照护者虐待倾向的影响因素。其中，[23]老年痴呆病人因其疾病的特殊性，需家庭照顾者长时间

且时刻关心老年患者的日常生活，若老年患者不配合或不理解他们，则会加大其照顾难度，则很容易将

不满情绪发泄在老年痴呆患者身上。国外发现，男性家庭照顾者更易有虐待倾向的发生，可能与耐心度

有关，因此女性虐待倾向发生的概率相对低一点。此外，[24]社会支持也与照顾者虐待倾向有密切的关系，

当其得到的社会支持越少，照护者虐待倾向也较为突出[25]，表明家庭照顾者在照料患者的经历中，家人

及朋友等的支持也对于照顾者的行为及身心有所积极影响。此外，巴西[26]的一项横断面调查显示，照顾

者负担与虐待倾向有密切关系，其负担越高则发生照顾者暴力性行为的概率也越大，在家庭照顾的过程

中，家中的照护者承担了巨大的心理和身体压力，会迫使其将压力转化为虐待行为而予以释放，因此负

担越重其虐待倾向坑也较为凸显。 

5. 老年痴呆照顾者虐待倾向的危险因素 

5.1. 精神行为症状 

老年痴呆患者的精神行为症状会随着痴呆程度[27]的增长而加重，国内外研究均表明，老年痴呆患者

的精神行为症状与照顾者虐待倾向密切相关，且是照顾者虐待倾向的危险因素之一。[28]随着患者病情从

轻度到重度的发展，患者的认知障碍越发严重，更易出现攻击行为和易怒的表现。其中，痴呆患者的家

庭照顾者付出了自己的时间与经历，却没有得到患者理解，就会增加自身情绪的不满，很容易突发虐待

倾向[9]。因此，如何切实的延缓痴呆老人疾病症状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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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照顾者教育程度 

研究表明，[29]家庭照顾者的受教育程度是老年痴呆照顾者具有虐待倾向的危险因素之一。其照顾者

受教育程度越低[30]，那老年痴呆患者受到虐待的风险也越大。由于老年痴呆患者是一种长期进行性神经

性退行性变，在照顾的过程中需要对此痴呆疾病有所了解会更懂得如何合理面对照顾过程中的负面情绪。

其中，受教育程度低的照顾者，可能对于寻找如何增强老年痴呆疾病认知的途经较少。在此过程中，面

对长期照顾老年痴呆患者的各种疾病症状，得不到情绪的抒发，很容易积累心理的不满意愿，极易出现

照顾者虐待倾向的发生，[31]虐待老人事件有了一次就会有无数次，只会加重老年痴呆患者的病情而进入

恶性循环，这也是我们不愿发生的事情。 

5.3. 缺乏社会相关的支持措施 

目前，我国缺乏照顾者虐待倾向相关政策及法律[32]，同时其患者及照顾者的社会支持措施较少。其

中，我国因对于老年痴呆照顾者虐待倾向的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其社会支持的渠道相对较少，我们的

患者和家庭照顾也很难得到社会支持相关的帮助。此外，由于我国的传统思想的影响，主要还是依靠于

社会道德及孝道文化的影响而进行照护。如今，对于老年痴呆患者受虐待的话题比较隐晦，同时家庭照

顾者面对痴呆患者的精神行为症状而无法展开正常照护时，可能怀着“家丑不可外扬”的观点[33]，而选

择自我消化和承担，因此大多数很少选择对朋友、亲戚、邻居等社会成员请求心理倾诉及行为帮助。所

以，我国对于社会支持系统的建立仍旧需要很多要努力完善的地方，这就需要我国的研究学者共同努力

研究其策略。 

6. 展望 

6.1. 扩展研究类型，增加多中心大样本 

当前，我国对于老年痴呆患者的照顾者虐待倾向的研究主要是横断面和量性研究，此外，应该继续

扩展研究类型的种类，可以增加质性研究、纵向研究、前瞻性队列研究和实验性研究。展开质性研究，

主要是为了更加了解照顾者虐待倾向的多方面因素，进行纵向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动态的观察照顾者虐待

倾向的变化，有利于我们早期筛查和早期干预具有虐待倾向的家庭照顾者，进行前瞻性队列研究，可以

延长调查时间有利于对家庭照顾者虐待行为影响因素进行补充。我国对于家庭照顾者干预的研究很少，

因此可以采取有效的方法，可邀请照顾者参与护理干预实验中，有利于切实的发现及解决此次研究的问

题。其中，有些样本局限于某些医院或社区，其样本量缺乏针对性，需要不断扩大样本量，增加多地区

多方位样本的收集。同时，多展开以上研究类型和样本，也希望能更加完善的了解到老年痴呆患者的照

顾着虐待倾向的危险因素，减少对老年痴呆患者受虐待现象的发生。 

6.2. 建立完善的社会支持系统和法律法规 

研究表明[21]，虐待倾向与照护者得到的社会支持程度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其中照护者所获得的社会

支持越多，照顾者虐待倾向的发生率也将会下降。目前，根据我国的国情，还未有国外发达国家的社会

支持系统完善，因此我国也应借鉴国外的优势成果，在我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建立成熟系统的支持系

统。此外，我国对于照顾者虐待倾向的法律法规及政策还尚未完善，国外对于老年人的社会支持与保护

的法制十分健全，其中，日本在 21 世纪初颁布《防止虐待老人法》[34]，该政策主要是从施虐者及受虐

方两个角度去切实解决问题，而[35]美国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颁布了《美国老人法》、《医疗照顾保险

法案》及《补充保障收入法案》等。我国可借鉴国外法案进行个性化建设，也可以尝试建立网络平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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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痴呆患者家庭俱乐部。在医院，政府及医院对医护人员加强社会支持理论的培训，同时也可将老年

痴呆患者家属参入到痴呆患者康复方案中来。如今，我国某些省份也在促进“喘息服务”的发展[36]，对

比于国外，我国对于老年痴呆患者的立法和支持系统还需要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6.3. 加深照顾者对痴呆疾病和虐待倾向的认知 

我国国人对于老年痴呆疾病的认知不足，在漫长的照护过程中可因多方面因素而激发其自身的不满

情绪，因此，医护人员可定期进行健康教育等，我们的家庭照顾者也应根据自身对疾病了解到情况而积

极采取多渠道去提高自身认知。此外，我国的家庭照顾者深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因此对于虐待倾向的相

关词汇比较不太愿意关注，对于我们研究者实施研究方案也较为困难。所以，我们的研究者需要采取积

极的方法加深其对痴呆疾病和虐待倾向的认知，鼓励照顾者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此次调查活动中。 

6.4. 多学科、多领域合作 

研究表明，[37]老年痴呆患者的家庭照顾者虐待行为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需要用多方面角度去研

究家庭照顾者虐待倾向的话题。因此，需要我们护理研究者从多方位合作中寻求更为准确的研究结果。

因此，[38]我们可以尝试与临床医学、心理学、法学等专业学科的研究者共同探讨研究话题。同时，医院、

社区及家庭可以通过互联网技术加强联系与合作，让我们患者及照顾者从医院治疗、社区疗养及家庭呵

护形成系统的老年痴呆延续护理方案。 

7. 小结 

老年痴呆疾病的治疗目前没有特效药，在漫长的疾病发展过程中，需要以提高其生活质量和延长生

命时间为主要目标。随着我国老年痴呆患者人数的攀升，由于我国的养老机构及医疗保障设施还未有国

外成熟，照护老年痴呆患者的任务主要由我们的家庭照顾者承担。在居家照护的漫长岁月中，需要照护

者付出足够的时间和耐心，由于老年痴呆患者认知障碍、精神行为症状、自理能力差等原因，加大了家

庭照护者对于我们患者的照护难度，因此比一般老人受虐待的风险要大。虐待倾向是虐待行为发生前的

一种准备状态，及时进行对家庭照顾者虐待倾向的研究，可以有效减少虐待行为的发生。 
研究结果表明，我们应该加强对于老年痴呆家庭照顾者人群的关注，其虐待倾向需要我们及时给与

识别及干预，减少其虐待行为的发生。目前，我国对于老年痴呆家庭照顾者人群虐待倾向的研究仍处于

初级阶段，需扩大展开质性研究、纵向研究、前瞻性研究及干预性研究等。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成熟的

社会支持系统及法律法规给予支持，这样我们的研究才有可能更有进行下去的空间，因此这就需要我们

共同努力。对于家庭照顾者本身，也应该增强自身对于老年痴呆疾病的认知，需要有积极主动的思维去

解决目前遇到的难题，也可以寻求多种社会途经去给与身心支持。对于平时医院的医护人员，我们也应

利用患者和家庭照顾者和我们接触的机会，给予疾病的讲解和心理的支持，可通过健康教育的支持方式

让我们老年痴呆患者和家庭照顾者主动地参与到治疗活动中去。此外，社区对于老年痴呆患者及家庭照

顾者也是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同时[39]社区的医护人员作为健康教育的主要承担者，可通过家庭访视

和社区组织活动等方式，帮助患者及照顾者更好地面对疾病，及时地给与照护知识及照护能力的有效解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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