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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了解四川省老年人群心理健康素养现状与影响因素，为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国民心理健康素养提

升策略和促进积极老龄化提供参考。方法：以四川省60岁以上老年人为调查群体，采用基本背景信息问

卷、国民心理健康素养问卷，共发放1032份问卷进行调查。结果：1) 四川省老年人心理健康素养水平

得分偏低为(26.91 ± 9.81)；2) 老年人心理健康素养得分在受教育程度、居住地和对专业心理健康服务

的熟悉程度等因素上存在显著差异(P < 0.05)；3) 多元分层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城市等级、

对专业心理健康服务的熟悉程度等变量能够对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素养水平产生影响，可解释老年人心理

健康素养水平11.40%的变异量。结论：1) 四川省老年人心理健康素养水平整体较低；2) 不同群体的
老年人心理健康素养水平存在差异，且居住地为农村、五线城市、无配偶、受教育程度低、健康状况较

差是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素养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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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ental health literacy 
among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n Sichuan Province,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developing na-
tional mental health literacy improvement strategies suitable for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promoting active aging. Methods: Using the basic background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 and the 
national mental health literacy questionnaire, a total of 1032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to 
survey the elderly population over 60 years old in Sichuan Province. Results: 1) The mental health 
literacy level score of older adults in Sichuan Province was low at (26.91 ± 9.81); 2) the mental 
health literacy scores of older adults differed significantly (P < 0.05) in the factors of education 
level, residence and familiarity with professional mental health services; 3) the results of the mul-
tiple stratified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variables of education level, city class, and fa-
miliarity with professional mental health services could have an impact on the mental health lite-
racy level of the elderly, and could explain 11.40% of the variance in the mental health literacy 
level of the elderly. Conclusions: 1) The overall mental health literacy level of elderly people in 
Sichuan Province is low; 2)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mental health literacy levels of different 
groups of elderly people, and living in rural areas, fifth-tier cities, no spouse, low education level 
and poor health status ar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mental health literacy of elderly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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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积极老龄化的全球背景下，影响老年人积极老龄化的重要因素就是健康，包括身体健康和心理健

康两方面[1]。我国有 85%的老年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2]，但是老年人极少主动寻求帮助[3]，导

致此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素养不足。心理健康素养(mental health literacy, MHL)是帮

助人们识别、处理及预防心理疾病相关知识和观念[4] [5]。一项对我国 18 岁以上的国民心理健康素养调

查结果显示，我国国民的心理健康素养处于中偏低水平[6]。《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7~2018)》
指出我国国民心理健康素养水平随年龄增长而降低[7]。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年

底，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达到 1.85 亿，占总人口的比重达 13.7%，随着我国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老年

人拥有较高的心理健康素养对促进老年人心理健康和积极老龄化，减轻社会负担有重要意义。但目前关

于我国老年群体的心理健康素养整体水平的研究较少，本研究以心理健康素养为切入点，在四川省内选

取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为样本，考察四川省老年人心理健康素养现状，比较不同人口学变量心理健康素养

的差异，为探索我国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素养提升途径，推动实现积极老龄化提供参考。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以四川省 60 岁以上老年人为调查群体，共发放问卷 1032 份，收回有效问卷 917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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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回收率为 88.86%。样本与国家统计局 2021 年发布的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数据比较发现，样本在城乡

来源、性别比例变量上分布比例接近(见表 1)。可认为本次调查样本对总体的代表性较好，数据能够反映

2021 年四川省老年人国民心理健康素养的情况。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the sample in terms of place of residence, gender 
表 1. 样本在居住地、性别的分布情况 

变量 人数 百分比 

居住地   

城镇 421 41.4% 

农村 496 48.8% 

性别   

男 437 43.0% 

女 480 47.2% 

2.2. 研究工具 

2.2.1. 《国民心理健康素养问卷》 
本调查使用的《国民心理健康素养问卷》是由吴钰等人编制的[8]，共 60 个题目，6 个维度，分别测

量心理健康相关知识和观念、心理疾病相关知识和观念、维护和促进自己心理健康的态度和习惯、应对

自己心理疾病的态度和习惯、维护和促进他人心理健康的态度和习惯、应对他人心理疾病的态度和习惯。

两个知识和观念分问卷为判断题，采用 0、1 计分，4 个态度和习惯分问卷为 Likert5 级量表。计算总分时

将 Likert5 级量表转化为 0、1 计分。然后把 60 个题目得分相加，即为心理健康素养总分，总分越高表示

心理健康素养水平越高，满分为 60 分。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Cronbachα系数为 0.777。 

2.2.2. 《基本背景信息问卷》 
采用自编人口学问卷，内容包括性别、年龄、所在城市、居住地、受教育程度，月平均收入、自评

健康状况、婚姻状况及心理卫生背景。根据《2021 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将样本所在城市分级。 

2.3. 数据处理 

所有数据分析均采用 SPSS23.0 进行。 

3. 结果 

3.1. 四川省老年人心理健康素养水平 

本研究中四川省老年人心理健康素养总分的均值为(26.91 ± 9.81)分。对各维度分析发现心理健康相关

知识和观念、心理疾病相关知识和观念两个维度的回答正确率分别为 46.61%和 45.10%；维护和促进自己

心理健康的态度和习惯、应对自己心理疾病的态度和习惯、维护和促进他人心理健康的态度和习惯、应对

他人心理疾病的态度和习惯等四个维度，回答正确率分别为 50.82%、43.85%、39.8%和 36.58% (见表 2)。 

3.2. 四川省老年人心理健康素养的差异分析 

独立样本ｔ检验结果表明，四川省城镇老年人在心理健康素养总分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农村老年人，

而在心理健康的知识和观念上的得分显著低于农村老年人。有配偶的老年人在心理健康素养总分、心理

健康的知识和观念得分、心理疾病的知识和观念得分、应对他人心理疾病的态度和习惯得分显著高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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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的老年人，在应对自己心理疾病的态度和观念得分显著低于无配偶的老年人(见表 3，表 4)。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results of mental health literacy and dimensions 
表 2. 心理健康素养及各维度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维度 计分方式 取值范围 M SD 变差系数 

心理健康素养总分 - 0~60 26.91 9.81 36.44% 

心理健康的知识和观念 0、1 0~9 4.20 2.54 60.40% 

心理疾病的知识和观念 0、1 0~21 9.61 3.93 40.94% 

维护和促进自己心理健康的态度和习惯 Likert 5 5~25 16.71 2.67 16.00% 

应对自己心理疾病的态度和习惯 Likert 5 8~40 24.95 3.70 14.85% 

维护和促进他人心理健康的态度和习惯 Likert 5 6~30 19.32 3.24 16.75% 

应对他人心理疾病的态度和习惯 Likert 5 11~55 36.95 5.08 13.75% 

 
Table 3. Differences in mental health literacy and dimensions on residence variables 
表 3. 心理健康素养及各维度在居住地变量上的差异 

维度 居住地 t P d 

 城镇(n = 421) 农村(n = 469)    

总分 27.19 (9.29) 26.65 (10.22) 0.833 <0.05 0.06 

维度 1 4.12 (2.47) 4.26 (2.59) −0.814 <0.05 -0.06 

维度 2 9.53 (3.83) 9.68 (4.03) −0.557 0.307 - 

维度 3 16.97 (2.64) 16.49 (2.69) 20.717 0.184 - 

维度 4 25.17 (3.73) 24.76 (3.68) 10.669 0.664 - 

维度 5 19.42 (3.30) 19.24 (3.19) 0.872 0.74 - 

维度 6 37.37 (5.03) 36.60 (5.11) 20.277 0.696 - 

 
Table 4. Differences in mental health literacy and dimensions on marital status 
表 4. 心理健康素养及各维度在婚姻状况上的差异 

维度 居住地 t P d 

 无配偶(n = 252) 有配偶(n = 662)    

总分 26.48 (10.47) 27.07 (9.55) −0.819 <0.05 −0.59 

维度 1 4.08 (2.71) 4.24 (2.46) −0.871 <0.01 −0.61 

维度 2 9.42 (4.32) 9.68 (3.78) −0.902 <0.05 −0.64 

维度 3 16.57 (2.96) 16.79 (2.53) −1.087 0.064 - 

维度 4 25.06 (4.35) 24.94 (3.40) 0.465 <0.001 0.31 

维度 5 19.33 (3.50) 19.34 (3.10) −0.046 0.066 - 

维度 6 36.80 (5.87) 37.05 (4.70) −0.675 <0.01 −0.47 

注：表中数值为平均值(标准差)；维度 1：心理健康的知识和观念；维度 2：心理疾病的知识和观念；维度 3：维护

和促进自己心理健康的态度和习惯；维度 4：应对自己心理疾病的态度和习惯；维度 5：维护和促进他人心理健康的

态度和习惯；维度 6：应对他人心理疾病的态度和习惯，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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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老年人和自评健康状况不同的老年人在心理健康素养总分、心

理健康的知识和观念、心理疾病的知识和观念以及维护和促进自己心理健康的态度和习惯上的得分有显著

差异(见表 5，表 6)。事后检验发现，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老年人心理健康素养总分显著高于其他受

教育程度的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很好和较好的老年人心理健康素养总分以及维护和促进自己心理健康的

态度和习惯得分显著高于其他自评健康状况组；自评健康状况为很差的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知识和观念得分

显著低于其他自评健康组；自评健康状况为很差的老年人心理疾病的知识和观念得分显著低于自评健康状

况为很好、较好和一般的老年人。居住地属于不同城市分级的老年人在心理健康素养总分、心理健康的知

识和观念、心理疾病的知识和观念、应对自己疾病的态度和习惯上的得分有显著差异(见表 7)。事后检验

发现，处于五线城市的老年人，心理健康素养总分、心理健康的知识和观念、心理疾病的知识和观念的得

分显著低于其他城市等级的老年人。 
 
Table 5. Differences in mental health literacy and dimensions by level of education 
表 5. 心理健康素养及各维度在受教育程度上的差异 

维度 受教育程度 F P η2 

 文盲 
(n = 215) 

小学 
(n = 388) 

初中 
(n = 167) 

高中、中专 
(n = 102) 

大专及以上 
(n = 45)    

总分 25.06 (9.94) 26.48 (9.35) 28.00 (9.88) 27.31 (9.48) 34.33 (9.87) 9.46 <0.001 4.0% 

维度 1 3.81 (2.56) 3.98 (2.54) 4.68 (2.49) 4.32 (2.15) 5.80 (2.58) 8.31 <0.001 3.5% 

维度 2 8.70 (4.05) 9.45 (3.88) 10.22 (3.85) 9.87 (3.54) 12.49 (3.29) 10.63 <0.001 4.5% 

维度 3 16.26 (2.84) 16.79 (2.58) 16.72 (2.32) 17.23 (2.59) 16.98 (3.60) 2.69 <0.05 1.2% 

维度 4 24.81 (3.85) 25.21 (3.66) 24.38 (3.37) 25.43 (3.51) 24.42 (4.67) 2.22 0.065 1.0% 

维度 5 19.47 (3.42) 19.53 (3.10) 18.78 (3.02) 19.09 (2.96) 19.36 (4.53) 1.84 0.120 0.8% 

维度 6 36.91 (5.18) 37.28 (4.97) 36.34 (4.76) 36.64 (4.80) 37.31 (6.99) 1.19 0.315 0.5% 

 
Table 6. Differences in mental health literacy and dimensions on self-assessed health status 
表 6. 心理健康素养及各维度在自评健康状况上的差异 

维度 自评健康状况 F P η2 

 很好 
(n = 165) 

较好 
(n = 294) 

一般 
(n = 309) 

较差 
(n = 124) 

很差 
(n = 24)    

总分 28.63 (9.43) 28.28 (9.83) 25.81 (9.38) 25.03 (10.64) 22.00 (8.55) 6.47 <0.001 2.8% 

维度 1 4.11 (2.61) 4.63 (2.50) 4.12 (2.43) 3.81 (2.67) 2.63 (2.42) 5.37 <0.001 2.3% 

维度 2 10.01 (3.72) 10.13 (4.01) 9.38 (3.72) 8.85 (4.33) 7.42 (3.79) 5.08 <0.001 2.2% 

维度 3 17.55 (2.91) 16.59 (2.45) 16.53 (2.62) 16.42 (2.77) 16.21 (2.89) 5.19 <0.001 2.2% 

维度 4 25.88 (4.30) 24.44 (3.30) 25.04 (3.54) 24.73 (3.92) 24.79 (3.93) 4.26 <0.01 1.8% 

维度 5 19.41 (3.69) 18.96 (3.07) 19.56 (3.01) 19.52 (3.51) 19.04 (3.07) 1.50 0.200 0.7% 

维度 6 37.36 (5.86) 36.72 (4.83) 36.97 (4.74) 36.98 (5.11) 36.37 (6.44) 0.50 0.735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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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Differences in total mental health literacy score and dimensions on the city scale 
表 7. 心理健康素养总分及各维度在城市等级上的差异 

维度 城市等级 F P η2 

 新一线 
(n = 254) 

三线 
(n = 40) 

四线 
(n = 336) 

五线 
(n = 255)    

总分 28.83 (10.74) 29.22 (9.37) 27.57 (9.08) 23.47 (8.51) 16.07 <0.001 5.2% 

维度 1 4.60 (2.63) 4.92 (2.86) 4.14 (2.44) 3.64 (2.33) 7.73 <0.001 2.6% 

维度 2 10.40 (4.14) 10.83 (4.18) 9.63 (3.58) 8.38 (3.73) 13.68 <0.001 4.5% 

维度 3 16.96 (2.48) 17.08 (2.51) 16.62 (2.58) 16.38 (2.91) 2.39 0.068 0.8% 

维度 4 24.46 (3.31) 25.58 (3.50) 25.28 (3.62) 24.80 (3.98) 2.99 <0.05 1.0% 

维度 5 19.13 (3.11) 19.53 (2.84) 19.09 (2.82) 19.65 (3.61) 1.83 0.139 0.6% 

维度 6 36.59 (4.76) 37.45 (3.35) 37.42 (4.67) 36.54 (5.85) 2.09 0.100 0.7% 

3.3. 四川省老年人心理健康素养与基本背景信息的回归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心理卫生背景中老年人对专业心理健康服务的熟悉程度和心理健康素养总分显著

相关(r = 0.198, P < 0.001)。综合上述结果，纳入差异检验显著和相关显著的变量并设置哑变量，作为自变

量进行多元分层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城市等级、对专业心理健康服务的熟悉程度等变量能

够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素养水平产生影响，可解释老年人心理健康素养水平 11.40%的变异量(见表 8)。 
 
Table 8. Multivariate stratified regression analysis of mental health literacy level of Sichuan elderly people 
表 8. 四川老年人心理健康素养水平的多元分层回归分析 

因素 B SE β t P 

常量 25.196 1.379  18.266 ＜0.001 

居住地：城镇(参照组) 

农村 0.254 0.658 0.013 0.386 0.699 

婚姻状况：无配偶(参照组) 

有配偶 0.138 0.707 0.006 0.195 0.846 

受教育程度：文盲(参照组) 

小学 0.732 0.813 0.037 0.901 0.368 

初中 2.198 0.999 0.088 2.2 ＜0.05 

高中、中专 2.018 1.176 0.066 1.715 0.087 

大专及以上 8.459 1.64 0.186 5.157 ＜0.001 

自评健康状况：很好(参照组) 

较好 0.677 0.927 0.033 0.73 0.465 

一般 −1.039 0.925 −0.051 −1.123 0.262 

较差 −0.865 1.166 −0.03 −0.742 0.458 

很差 −2.297 2.078 −0.038 −1.105 0.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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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城市等级：新一线(参照组) 

三线 −0.203 1.576 −0.004 −0.129 0.898 

四线 −0.657 0.776 −0.033 −0.847 0.397 

五线 −4.868 0.83 −0.227 −5.864 ＜0.001 

熟悉程度 1.038 0.25 0.138 4.145 ＜0.001 

F 9.118*** 

R2 0.128 

调整后 R2 0.114 

n 821 

注：*P < 0.05，**P < 0.01，***P < 0.001。 

4. 讨论 

4.1. 四川省老年人心理健康素养的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显示，四川省老年人心理健康素养总分为(26.91 ± 9.81)分，回答正确率为 44.39%，低于江

光荣等人对我国居民心理健康素养调查得分(35.81 ± 8.06)分[6]，以及杨钰立等人对贵州省中学生心理健

康素养调查得分(31.89 ± 8.36)分[9]。其中回答正确率最高和最低的维度分别是维护和促进自己心理健康

的态度和习惯(50.82%)，应对他人心理疾病的态度和习惯(36.58%)，其中回答正确率最高的维度与江光荣

等人关于我国居民心理健康素养的研究结果一致[5]，但是与江光荣等人的研究中回答正确率最低的维度

是心理疾病相关知识和观念的结果不一致。这可能是老年人对心理疾病的表现更多为躯体症状的描述且

存在对心理疾病的污名化态度[3] [9]。 
本研究结果发现，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素养在维护和促进自己心理健康的态度和习惯方面相对较好，

而在应对他人心理疾病的态度和习惯上的能力以及维护和促进他人心理健康的态度和习惯方面相对较

弱，老年人的健康素养是影响其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11]，提示可通过提升老年群体对自身心理状况和他

人心理状况的认识和教育，以提升老年人整体的心理健康素养。 

4.2. 四川省老年人心理健康素养的影响因素 

从心理健康结构来看，知识观念类维度个体差异更大，而态度习惯类维度个体差异更小。比较表 2
中心理健康素养 6 个维度的变差系数，知识观念类维度的变差系数大于态度习惯类维度的变差系数，与

江光荣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5]。有研究发现心理健康素养的知识和观念更易受到个体内部因素和社会文

化因素的影响，知识观念较易改变，态度和习惯不易改变[12] [13] [14] [15]，关注公众态度和习惯方面的

心理健康素养，更有助于提升心理健康的目标[7]。这些研究结果提示老年人心理健康素养的提升难度大，

心理健康素养态度和习惯的培养难以实践。 
从人口学变量对四川省老年人心理健康素养的影响来看，老年人的居住地情况以及居住地所处的城

市等级、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自评健康状况是影响四川老年人心理健康素养的因素。在居住地方面，

城镇老年人心理健康素养整体水平显著高于农村老年人，与蒋玉芝、李胜琴等人的结果一致[16] [17]，这

可能与农村老年人群接受心理健康相关知识的渠道较少、频率较低有关[18]。在居住地所处的城市分级方

面，处于五线城市的老年人在心理健康素养整体水平显著低于其他城市等级的老年人，城市等级跟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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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 水平和发展速度有密切联系，五线城市经济基础较差，交通不够便利，农业人口仍占有较大比重，

对于心理健康的政策和教育相对欠缺。在婚姻状况方面，有配偶的老年人心理健康素养整体水平显著高

于无配偶的老年人，这可能与老年夫妻之间的支持以及依恋关系有关，配偶可以为老年人提供支持与帮

助[19] [20]。在受教育程度方面，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老年人心理健康素养水平也越高，这可能是受

教育程度越高的老年人对心理健康方面的认识更多，受教育程度伴随的工作环境和理解能力等也能增加

其对心理健康的了解[21] [22]。自评健康很差的老年人心理健康素养整体水平低于其他老年人，与殷琳等

人对研究生群体的结果类似[23]，健康素养不足可致老年人死亡率增加，老年人心理健康素养较低，更关

注身体健康[11]。 

4.3. 关于老年人心理健康素养提升的启示 

国内多项研究提示我国国民心理健康素养整体水平需要提高，且随着年龄增长心理健康素养水平下

降[5]-[10]。在推进积极老龄化的社会背景下，提升老年人心理健康素养的任务十分重要且艰巨。提升老

年人心理健康素养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开展老年人心理健康素养有效干预方法的探究，针对老

年群体的特殊性，选取适宜的干预方案，例如：在社区针对老年人开展心理健康知识讲座，让老年人了

解心理健康维护和心理问题应对的方法，尤其是如何寻求帮助和科学就医；结合团辅活动或是心理剧等

方式消除老年人对心理疾病的污名化态度。二是重视老年人心理健康教育的促进工作，国家应积极培养

老年心理服务的专业人才，落实到老年服务的一线，开展专业的心理健康服务和教育。三是构建一个有

利于老年群体主动参与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例如老年人文化水平不同，可从文化水平高的老年人入手

进行心理健康相关教育，然后以老带老，老年人之间互相宣传教育，不仅有助于提高老年人心理健康素

养水平促进老年人积极老龄化，更有助于推进健康中国行动的落实，完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综上所述，四川省老年人心理健康素养水平整体偏低。不同群体的老年人心理健康素养水平差异较

大，尤其应对农村老年人、五线城市、无配偶、受教育程度低、健康状况较差的老年人开展有针对性的

干预措施，从而得到更好地效果，切实提高老年人心理健康素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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