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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究深圳市老年人对社区心理卫生服务的需求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

来自深圳市51个社区的老年人，对其进行电子问卷调查，收集基本人口学信息、老年人对社区心理卫生服

务的需求情况等信息。对深圳市老年人社区心理卫生服务需求现状进行描述性统计；通过卡方检验和多因

素logistic回归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共调查2112名老人，1356 (64.2%)名老年人对社区心理卫生服

务有更高的需求，51.7%的老年人期望定期组织老年人集体活动，51.8%的老年人期望获得心理问题预防
知识，79.2%的老年人期望社区机构提供心理卫生服务，75.4%的老年人期望每次心理卫生服务的收费不

超过50元。多因素分析显示，女性、年龄在65~74岁之间、居住在商品房小区、精神疾病认知评分合格、

自感有心理卫生问题、所在社区提供心理卫生服务的老年人对社区心理卫生服务有更高的需求。结论：深

圳市老年人对社区心理卫生服务需求较大，应积极构建以社区为基础的社区老年心理卫生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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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demand for mental health services in the communities and the influen-
cing factors among the elderly in Shenzhen city. Methods: The elderly from 51 communities in 
Shenzhen were selected by stratified cluster sampling, and an electronic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to collect basic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the elderly’s demand for mental health ser-
vices and other information. Descriptive statistics were carried out on the demand for mental health 
services in communities among the elderly in Shenzhe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were analyzed by 
Chi-square test and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s: A total of 2112 elderly people were 
surveyed, and 1356 (64.2%) elderly people had higher demand for mental health services in com-
munities. The proportion of the elderly who need for regular collective activities was 51.7%. 51.8% 
of the elderly expected to obtain knowledge on the prevention of psychological problems, 79.2% 
of the elderly expected the mental health services were provided by the institutions in communi-
ties, and 75.4% of the elderly expected to pay less than 50 yuan for each mental health services. 
The mult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higher demand for mental health services in 
communities for the elderly who were female, aged 65~74, lived in commercial residential build-
ing, had a qualified mental illness cognitive score, had self-reported mental health problems, or 
lived in the communities that provide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Conclusion: There was a large de-
mand for mental health services in communities among the elderly in Shenzhen, and a communi-
ty-base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system for the elderly should be actively constru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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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老龄化日趋突出，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备受关注。据报道，85%的老年人存在不同程度的心

理问题(孟凡伟等，2006)。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会对其生活质量和社会功能产生严重影响(裴南田等，

2018)，保持良好的健康心态与老年人的健康长寿显著相关(孙亚杰等，2017)。我国社区医疗保健服务已

开展多年(彭慧，傅华，2009)，但社区心理卫生服务呈现起步晚、层次低、地区差异大的特点，并未与医

疗保健服务同步发展(孙亚杰等，2017)。在国外，发达国家已基本形成了社区心理卫生服务体系，能够向

老人提供多学科专业服务(Abendstern et al., 2012)。关注老年人对心理卫生服务的需求，对于形成完整的

心理服务体系，完善社区卫生资源配置具有积极意义。通过对老年人心理卫生服务需求的评估，能够有

针对性地开展老年人心理卫生服务，从而促进老年人心理健康、改善老年人生活质量(Codony et a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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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深圳市 60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从 2010 年的 2.36%提高至 5.36%，其中 65 岁以

上占比超过 60% (深圳市统计局，2021)，有研究预测到 2025 年时，深圳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姚克勤等，

2020)。但目前在深圳市开展的心理卫生服务研究主要集中于全人群(周指明等，2004)，关于深圳市老年

人心理卫生服务需求的文献报道还有较大空白。本研究对深圳市老年人社区心理卫生服务需求及其影响

因素展开调查分析，为优化深圳市老年心理卫生服务体系、促进老年人心理健康提供依据。 

2. 方法 

2.1. 调查对象 

2019 年 10 月~2020 年 9 月之间，深圳市卫生健康发展研究和数据管理中心联合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和

深圳市万人调查股份有限公司，开展了深圳市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服务利用及需求调研项目。本项目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首先根据深圳市 51 个街道中老年人口和户籍老年人口的比例，抽中 17 个有

代表性的街道；再根据 17 个街道所辖 175 个居委会的老年人口和户籍人口的比例，抽中 51 个居委会；

最后每个居委会按户籍、性别和年龄组兼顾的原则，招募至少 40 名老人参与调研。老人的纳入标准为：

① 最近 1 年在深圳市居住累积时间 ≥ 6 个月(不限户籍)；② 年龄 ≥ 65 岁；③ 自愿参与本调查，签署

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为：① 不愿意配合者；② 因身体原因(如听力等)不能配合完成调查者。本研究所

用数据来自该项目。 

2.2. 调查内容及方法 

调查实施前，研究团队完成调查问卷设计和电子化，对调查员和质控员进行统一培训和考核；调查

实施时，由社区联络受访老年人，调查员赴社区利用电子平板对老年人进行面对面、一对一的问卷调查，

后期由质控员对调查问卷进行质控。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社会人口学特征、心理健康状况、精神疾病的

认知情况、社区心理健康服务供给情况、老年人对心理健康服务的需求情况等。 

2.3. 变量定义和赋值 

老年人精神疾病的认知情况采用老年期常见精神疾病的症状和知识问卷(杨宁等，2012)，评分标准：

是得 1 分，否得 0 分，总分为 10 分，达到 6 分为合格。自感存在心理卫生问题指老年人自感存在以下心

理问题 ≥ 1 项：失眠、抑郁、焦虑、记忆问题、孤独或其他心理问题。接受过心理卫生服务指在过去一

年中，接受过以下心理卫生服务 ≥ 1 项：记忆评估与筛查、情绪评估与筛查、解决睡眠问题、了解子女

教育问题、解决人际关系、解决家庭矛盾或其他它方面的心理卫生服务。社区提供心理卫生服务指社区

提供以下心理卫生服务 ≥ 1 项：怎么应对失眠、怎样与儿孙辈和谐相处、如何预防记忆力下降、如何应

对死亡恐惧、怎样消除孤独感、怎样控制易发脾气、记忆评估与筛查、情绪评估与筛查、提供协助照料

生活的人或方法、定期组织老人座谈会、定期组织老人集体活动、举办老年大学或其他方面的心理卫生

服务。对社区心理卫生服务存在更高需求指在社区原有心理卫生服务基础上，希望社区提供以下心理卫

生服务 ≥ 1 项：怎么应对失眠、怎样与儿孙辈和谐相处、如何预防记忆力下降、如何应对死亡恐惧、怎

样消除孤独感、怎样控制易发脾气、记忆评估与筛查、情绪评估与筛查、提供协助照料生活的人或方法、

定期组织老人座谈会、定期组织老人集体活动、举办老年大学或其他方面的心理卫生服务。研究变量赋

值见表 1。 

2.4. 统计方法 

老年人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及心理卫生服务需求现状采用均数±标准差、频数及其百分比进行描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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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卫生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采用 χ2检验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进行分析。所有的统计检验均为双侧检验，

以 P < 0.05 视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数据处理和分析在 SPSS 25.0 统计软件中完成。 
 

Table 1. Variables setting and assignment 
表 1. 变量设置与赋值 

变量名称 赋值说明 

性别 1 = 男，2 = 女 

年龄 1 = 65~74 岁，2 = ≥75 岁 

职业 1 = 工农从业者，2 = 管理人员，3 = 公司

职员，4 = 专业技术人员，5 = 其他 

婚姻状况 1 = 已婚，2 = 丧偶，3 = 其他 

文化程度 1 = 小学及以下，2 = 初中，3 = 高中(中专)，
4 = 大专/大学及以上 

当下是否吸烟 0 = 否，1 = 是 

当下是否饮酒 0 = 否，1 = 是 

家庭氛围 1 = 融洽，2 = 一般或不融洽 

独居 0 = 否，1 = 是 

居住环境 1 = 城中村，2 = 商品房小区 

密友数 1 = 0~2 位，2 = 3~5 位，3 = 6 位及以上 

自感健康 1 = 不健康，2 = 一般，3 = 健康 

对生活的满意程度 1 = 不满意或一般，2 = 满意 

富裕水平偏低 0 = 否，1 = 是 

精神疾病认知评分 1 = 不合格，2 = 合格 

自感有心理卫生问题 0 = 否，1 = 是 

接受过心理卫生服务 0 = 否，1 = 是 

社区提供心理卫生服务 0 = 否，1 = 是 

对社区心理卫生服务存在更高需求 0 = 否，1 = 是 

3. 结果 

3.1. 基本情况 

本研究共调查 2112 名老年人，其中男性 1032 人(48.9%)，女性 1080 人(51.1%)；平均年龄为 74.8 ± 6.9
岁，年龄 65~74 岁 1048 人(49.6%)，≥75 岁 1064 人(50.4%)；婚姻状况为已婚的有 1623 人(76.8%)，丧偶

464 人(22.0%)；汉族居民为 2084 人(98.7%)；深圳户籍者 1053 人(49.9%)，来自广东省其他市的有 381 人

(18.0%)，广东省外户籍者 678 人(32.1%)；文盲 173 人(8.2%)，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学及以上受教

育程度分别为 549 人(26.0%)、488 人(23.1%)、480 人(22.7%)、422 人(20.0%)；关于老年人从事过的职业，

农民为 562 人(26.6%)，工人/服务员为 479 人(22.7%)；教师/科研人员/医务工作者为 301 人(14.3%)，干部

管理人员为 284 人(13.4%)，公司职员为 271 人(12.8%)，其他为 215 人(10.2%)。 

3.2. 老年人对社区心理卫生服务的需求现状 

在原有社区心理卫生服务的基础上，1356 (64.2%)名老年人对心理卫生服务存在更高需求，其中对定

期组织老年人集体活动、定期组织老年人座谈会有需求的老年人比例分别为 51.7%、50.8%，详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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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ypes of demand of the mental health services in the communities for the elderly 
表 2. 老年人对社区心理卫生服务的需求类型 

心理卫生服务需求类型 应答总人数 频数 构成比(%) 

定期组织老人集体活动 948 490 51.7 

定期组织老年座谈会 1047 532 50.8 

如何预防记忆力下降 1821 825 45.3 

怎么应对失眠 1833 828 45.2 

举办老年大学 1483 632 42.6 

记忆评估与筛查 1902 748 39.3 

提供协助及照料的人/方法 1808 688 38.1 

情绪评估与筛查 1909 722 37.8 

怎么与儿孙辈和谐相处 1768 666 37.7 

怎样控制易发脾气 1883 641 34.0 

怎样消除恐惧感 1891 621 32.8 

如何应对死亡恐惧 1917 584 30.5 

其他 2112 215 10.2 

 
关于老年人所需求的心理卫生服务知识，期望获得心理问题预防知识、心理问题治疗知识、心理问

题康复知识的老年人分别为 1094 (51.8%)人、855 (40.5%)人、959 (45.4%)人。此外，668 (31.6%)名老年

人对此表示不需要、不想了解。 
对于如何能比较有效地提高老年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期望社区机构提供心理卫生服务的老年人最

多，为 1673 (79.2%)名，期望通过家庭和睦、有聊得来的朋友来提高心理健康的老年人分别为 1591 (75.3%)
名和 1568 (74.2%)名，详见图 1。 
 

 
Figure 1. The expected way for the elderly to access mental health services 
图 1. 老年人对获取心理卫生服务的期望方式 
 

关于老年人对于社区心理卫生服务的支付意愿(扣除医保后自付费用)，1592 (75.4%)名老人期望每次

心理卫生服务收费不超过 50 元，343 (16.2%)名老人希望每次心理卫生服务收费在 50~100 元，详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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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Composition ratio of willingness to pay for mental health services 
in communities among the elderly 
图 2. 老年人社区心理卫生服务支付意愿构成比 

3.3. 老年人社区心理卫生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 

3.3.1. 老年人社区心理卫生服务需求的单因素分析 
在目前社区心理卫生服务的基础上，探究不同特征的老年人对心理卫生服务是否有更高需求。深圳

老年人对社区心理卫生服务的需求在性别、年龄、居住环境、密友数、自感健康、富裕水平、精神疾病

的认知状况、是否自感有心理卫生问题、是否接受过心理卫生服务、所在社区是否提供心理卫生服务方

面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详见表 3。 
 
Table 3. Analysis of the demand for mental health services in communities among the elderly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表 3. 不同特征老年人社区心理卫生服务需求分析 

特征 合计 n (%) 有需求人数 n (%) 无需求人数 n (%) χ2 P 

性别    11.039 0.001 

男 1032 (48.9) 626 (60.7) 406 (39.3)   

女 1080 (51.1) 730 (67.6) 350 (32.4)   

年龄(岁)    11.366 0.001 

65~74 1048 (49.6) 710 (67.7) 338 (32.3)   

≥75 1064 (50.6) 646 (60.7) 418 (39.3)   

职业    3.251 0.517 

工农从业者 1017 (48.2) 638 (62.7) 379 (37.3)   

管理人员 362 (17.1) 242 (66.9) 120 (33.1)   

公司职员 271 (12.8) 175 (64.6) 96 (35.4)   

专业技术人员 301 (14.3) 201 (66.8) 100 (33.2)   

其他 161 (7.6) 100 (62.1) 61 (37.9)   

婚姻状况    0.00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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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已婚 1623 (76.8) 1042 (64.2) 581 (35.8)   

丧偶 464 (22.0) 298 (64.2) 166 (35.8)   

其他 25 (1.2) 16 (64.0) 9 (36.0)   

文化程度    7.014 0.071 

小学及以下 722 (34.2) 437 (60.5) 285 (39.5)   

初中 488 (23.1) 329 (67.4) 159 (32.6)   

高中(中专) 480 (22.7) 314 (65.4) 166 (34.6)   

大专/大学及以上 422 (20.0) 276 (65.4) 146 (34.6)   

当下是否吸烟    2.494 0.114 

是 219 (10.4) 130 (59.4) 89 (40.6)   

否 1893 (89.6) 1226 (64.8) 667 (35.2)   

当下是否饮酒    0.007 0.932 

是 456 (21.6) 292 (64.0) 164 (36.0)   

否 1656 (78.4) 1064 (64.3) 592 (35.7)   

家庭氛围    2.694 0.101 

融洽 1930 (91.4) 1229 (63.7) 701 (36.3)   

一般或不融洽 182 (8.6) 127 (69.8) 55 (30.2)   

独居    0.519 0.471 

是 125 (5.9) 84 (67.2) 41 (32.8)   

否 1987 (94.1) 1272 (64.0) 715 (36.0)   

居住环境    7.310 0.007 

城中村 462 (21.9) 272 (58.9) 190 (41.1)   

商品房小区 1650 (78.1) 1084 (65.7) 566 (34.3)   

密友数    14.298 0.001 

0~2 位 427 (20.2) 243 (56.9) 184 (43.1)   

3~5 位 586 (27.7) 400 (68.3) 186 (31.7)   

6 位及以上 1099 (52.0) 713 (64.9) 386 (35.1)   

自感健康    6.400 0.041 

不健康 123 (5.8) 73 (59.3) 50 (40.7)   

一般 836 (39.6) 563 (67.3) 273 (32.7)   

健康 1153 (54.6) 1356 (64.2) 756 (35.8)   

对生活的满意程度    3.410 0.065 

不满意或一般 207 (9.8) 145 (70.0) 62 (30.0)   

满意 1905 (90.2) 1211 (63.6) 694 (36.4)   

富裕水平是否偏低    4.871 0.027 

是 429 (20.3) 295 (68.8) 134 (31.2)   

否 1683 (79.7) 1061 (63.0) 622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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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精神疾病认知评分    15.866 <0.001 

合格 1827 (86.5) 1203 (65.8) 624 (34.2)   

不合格 285 (13.5) 153 (53.7) 132 (46.3)   
自感存在心理卫生问

题 
   42.594 <0.001 

是 1210 (57.3) 848 (70.1) 362 (29.9)   

否 902 (42.7) 508 (56.3) 394 (43.7)   

接受过心理卫生服务    7.792 0.005 

是 160 (7.6) 119 (74.4) 41 (25.6)   

否 1952 (92.4) 1237 (63.4) 715 (36.6)   
社区提供心理卫生服

务 
   12.776 <0.001 

是 1289 (61.0) 866 (67.2) 423 (32.8)   

否 823 (39.0) 490 (59.5) 333 (40.5)   

3.3.2. 老年人社区心理卫生服务需求多因素分析 
以老年人是否对社区心理卫生服务存在更高需求为因变量，将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纳入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模型。结果见表 4。女性、年龄在 65~74 岁之间、居住在商品房小区、精神疾病认知

评分合格、自感有心理卫生问题、所在社区提供心理卫生服务的老年人对社区心理卫生服务有更高的需

求(P < 0.05)。 
 
Table 4.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demand for mental health services in communities among the elderly 
表 4. 老年人对社区心理卫生服务需求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因素 β S.E. Wald χ2 P OR 95% CI 

性别 0.209 0.094 4.925 0.026 1.232 1.025~1.482 

年龄 −0.276 0.095 8.521 0.004 0.759 0.630~0.913 

密友数 0.065 0.061 1.124 0.289 1.067 0.946~1.204 

居住环境 0.261 0.111 5.478 0.019 1.298 1.043~1.615 

自感健康 −0.030 0.081 0.133 0.715 0.971 0.829~1.138 

富裕水平偏低 −0.178 0.119 2.230 0.135 0.837 0.662~1.057 

精神疾病认知评分 0.399 0.133 9.039 0.003 1.491 1.149~1.934 

自感有心理卫生问题 0.553 0.097 32.766 <0.001 1.739 1.439~2.101 

接受过心理卫生服务 0.343 0.192 3.209 0.073 1.410 0.968~2.053 

社区提供心理卫生服务 0.239 0.098 5.991 0.014 1.270 1.049~1.539 

常数项 −0.345 0.430 0.641 0.423 0.709 — 

4. 讨论 

本研究充分考虑了老年人社区已提供的心理卫生服务，在已有心理卫生服务的基础上探究老年人对

心理卫生服务是否存在更高需求，与其他研究略有不同。国内其他同类研究大多未考虑老年人目前可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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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心理卫生服务。湖南省老年人心理健康服务需求状况以“您觉得您身边的老年朋友要心理保健方面

的服务吗”作为研究变量，结果显示有心理服务需求的达 70.3% (蒋玉芝等，2013)。天津市离退休老年

人心理需求调查显示非常需要或比较需要社区提供心理保健服务的老年人比例也为 70.3% (吴捷，李幼

穗，王芹，2011)。针对全国 16 个省市 74 个社区的调查显示，超过 90%的居民对于开展心理卫生服务有

着非常强烈的需求(张婧哲，2018)。深圳市 64.2%的老年人对心理卫生服务存在更高需求，略低于其他省

市有心理卫生服务需求的老年人比例，究其原因，可能是在其他省市的调查中，均未涉及社区目前已经

提供的心理卫生服务。 
老年人对社区心理卫生服务存在多方面的需求，其中需求程度超过 50%的两项服务为定期组织老年

人集体活动和定期组织老年人座谈会。以上两项服务均属于团体活动，与同龄人互动较强。石河子市社

区老年人的心理服务需求分析也发现老年人团体交流活动是老年人最期望的心理服务内容之一，与本研

究类似(麻超等，2016)。社区是维持老年人与社会之间联系的重要平台(刘素岑，杨纲，2016)，通过参与

社区团体活动，老年人能够获得必要的社会支持。社会支持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互动关系，在一定

程度上能够满足老年人的精神需求(杜旻，2017)。不少研究表明社会支持能减轻心理应激，缓解精神压力，

使老年人产生较高的幸福感和满意度，从而对老年人的健康产生积极影响(杜旻，2017；滕丽新等，2013)。
因此，构建和完善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网络是实现健康老龄化目标的重要途径(李芳，2012)。然而随着年龄

的增加，老年人获得的社会支持总量在减少(杜旻，2017)。未来应从老年人对心理卫生服务的实际需要出

发，完善老年社会支持体系，积极构建良好的社会支持网络，满足老年人对社会支持的心理需求。本研

究按照三级预防的策略探究老年人对社区心理卫生服务内容的需求，发现深圳市老年人最希望获得的是

心理问题预防知识，说明他们对于心理健康保健意识较强。心理问题并非一朝一夕即可形成，提示在开

展心理卫生服务时应重视预防，从根本上抓住心理问题的关键(施鸣骞，周希喆，2013)。在众多提高老年

群体心理健康的方式中，老年人选择频率最高的是期望通过社区机构提供心理卫生服务。随着身体机能

的减退，老年人社交圈和生活圈不断缩窄，社区已成为他们日常活动的主要场所。社区机构在提供的心

理卫生服务方面具有较强的便捷性，可成为老年人保持心理健康的重要渠道(张婧哲，2018)。关于老年人

社区心理卫生服务支付意愿，期望自付费用比较集中，超过 90%的老年人期望自付费用小于 100 元，说

明老年人普遍不愿意为心理健康服务支付较高的费用。重庆市调研显示，72.8%的居民认为社区心理卫生

服务需求应免费，21.9%的居民赞成收少许费用，但并未对费用进行量化(何华敏，胡春梅，胡媛艳，2011)。
社区心理卫生服务的收费情况会直接影响老年人的选择和利用，因此，老年人自费支付比例还需进行深

入研究。 
本研究发现，性别、年龄、居住环境、精神疾病的认知状况、自感心理健康状况、社区是否提供心

理卫生服务会影响深圳市老年人对社区心理卫生服务的需求。安徽一项调查表明影响老年人心理卫生服

务需求的因素包括性别和心理健康水平(马颖等，2013)，但与本研究不一致的是该研究中男性对心理卫生

服务的需求程度高于女性，无精神障碍的老年人需求程度高于有精神障碍的老年人。究其原因，可能是

该研究未对其他影响因素进行调整，且对心理健康水平是否正常的划分存在差异，本研究中自感有心理

卫生问题的老年人尚未达到精神障碍的程度。国外一项研究显示女性和年龄较低的老年人对社区心理卫

生服务的需求更强烈，与本研究结果一致(Nelson, 2008)。在全国 28 个省市(傅双喜等，2011)、合肥市(高
雅等，2021)和苏州市(张迪等，2021)社区老年人中均发现，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对心理健康服务需求

逐渐降低。年龄增长伴随着身体机能下降、活动能力降低，导致很多老年人体力不足或不愿意参加心理

卫生服务(张迪等，2021)。精神疾病认知评分合格的老年人对心理卫生服务的需求也更高，反映出精神疾

病认知的丰富程度在老年人心理卫生服务需求中的重要作用。在既往文献中，关于精神疾病的认知与老

年人心理卫生服务的关系研究较少。本研究发现，自感心理健康状况是老年人心理卫生服务需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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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之一，在成都市、上海市、京津冀和国外的老年人心理需求研究中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施鸣骞，周

希喆，2013；王勤等，2021；彭丽华，2019；Garrido et al., 2009)，即心理健康状况较差的群体更有可能

产生更高的心理卫生服务需求。与居住在城中村的老年人相比，住在商品房的老年人对社区心理卫生服

务的需求更高。居住环境可通过社会活动影响健康，良好的居住环境有助于老年人保持心理健康(Wang et 
al., 2019)，从而影响老年人对心理卫生服务需求。此外，居住环境也是影响心理卫生服务可及性的地理

因素之一(江慧，肖水源，方菁，2017)，居住在商品房的老年人在寻求心理卫生服务的可及性方面高于城

中村老年人。所在社区提供心理卫生服务的老年人对心理卫生服务的需求更高，可能是由于社区提供的

心理卫生服务对老年人起到耳濡目染的影响，增进了老年人对于心理健康的了解，进而希望社区能够提

供其他方面的心理卫生服务。 
本研究基于严格的分层整群抽样，同时兼顾户籍、性别和年龄，数据代表性较强，结论较可靠，尤

其是发现了精神疾病的认知状况和社区提供心理卫生服务对老年人心理卫生服务需求的影响，这两个因

素在同类研究中提及较少。但本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第一，在影响因素分析时没有对特定的心理卫生

服务需求进行分析；第二，由于基于横截面设计，对于变量之间关联的方向和因果关系的推论比较有限。 
为提升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针对本研究结果和上文分析，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将社区心理健康服务纳入社区日常工作，注重社区老年人心理服务机构建设，完善社区心理卫生

服务资源配置，强化心理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建立与老年人需求相衔接的心理卫生服务系统。第二，坚

持预防为主，在预防老年人心理卫生问题的观念指导下，主动为老年人提供包括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与

康复在内的心理健康促进服务，为老年人群营造良好的社区环境。第三，整合本市社区心理卫生服务资

源，全面对接老年人对心理卫生服务的需求，开展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心理健康活动，加强老年人心理健

康知识宣传力度，提升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意识。第四，设置老年人心理卫生服务专项资金，加大对社区

心理健康服务的财政支持。 

5. 结论 

深圳市 64.2%的老年人对社区心理卫生服务有更高的需求，影响老年人对社区心理卫生服务需求的

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居住环境、精神疾病认知状况、自感心理健康状况、社区是否提供心理卫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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