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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调查分析海宁市养老机构老年人心理健康和主观幸福感的现状。方法：随机选取海宁市养老机构

≥65周岁的海宁市老年人123名，以老年人一般情况调查表与症状自评量表(SCL-90)为工具，为海宁市老

年人心理健康情况分别进行调查，用主观幸福感测评量表的方式来评价被试者对幸福的陈述，并对现状

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海宁市养老机构内有心理问题的老年人占比例为38.2%，婚姻状况、家庭支

持和健康状况影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和主观幸福感呈现显著性相关(p < 0.01)，
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结论：海宁市养老机构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总体较好，主观幸福感略高于全国常

模，当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得分越高时，心理健康水平的得分就会越低，也就意味着心理越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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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status quo of mental health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in pension institutions in Haining City. Methods: A total of 123 elderly persons ≥65 years 
old in Haining old-age care institution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to investigate the mental health of 
the elderly by using the general condition questionnaire and the symptom self-rating scale (SCL-90) 
as tools. Subjective Well-being Scale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participants’ statements on happi-
ness, and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Results: The proportion of the 
elderly with psychological problems in the pension institutions in Haining is 38.2%. Marital status, 
family support and health status affect the mental health of the elderly, and the mental health level 
of the elderly ha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subjective well-being (p < 0.01), showing a signifi-
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Conclusion: The overall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the elderly in the pension 
institutions in Haining is good, and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is slightly higher than the national 
norm. The higher the score of the elderly’s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lower the score of the mental 
health level, which means the better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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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在，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挑战，海宁市老年人口数量也在逐

渐发展增加，老龄化问题比例已达 27%。如何能够提高老年人的老年期生活质量也越来越得到社会的关

注。老人幸福生活的关键是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刘培培等(2015)在其研究中指出，老年人的精神心理健康

与其个人、家庭、社会等变量呈紧密相关老年人的身体机能开始衰退，精神心理上也随着机能的发展而

衰退，而不健康的各种心理状态可能会直接引起或者间接加剧各种不同的躯体疾病，老年人的整个身体

和精神健康状况与其他生活在年龄阶段的相比要差一些，老年人整个身体和精神健康的情况也可能会直

接受到其他身体不适感的影响。魏凤英，权显(2020)的研究报道，目前国内对老年人健康方面的研究主要

还是关注于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情况、躯体症状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患病情况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等

几个方面。于晓琳等(2016)研究显示，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情况与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呈显著正相关，从而

影响他们的幸福感。 
本课题研究方法是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调查海宁市养老机构内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和主观

幸福感的情况，以便进一步探讨影响其的主要因素。结合养老机构内不同的入驻人群类型，分析不同类

型老年人的心理学特征，关注一些影响其心理健康的因素。为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提供数据支撑，也有

助于提高海宁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分别在城市养老机构中抽取 2 所、乡镇养老机构中抽取 2 所，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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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抽取的 4 所养老机构中年龄为≥65岁的老年人。纳入标准：① ≥65周岁；② 调查对象知情同意，自愿

能够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① 耳聋、失语、失明等躯体疾病发展不能通过参加调查者。失访标准：① 
在不同时间连续三次找寻未找到者；② 连续三次被劝说在不同时间说不的人。符合入组标准的人群总数

共 123 例，其中：男 53 人、女 70 人，年龄 65~79 周岁；文化水平：本科及大专 7 人，中学及普通高中

29 人，文盲及小学 87 人；婚姻情况：已婚 48 人，未婚 7 人，丧偶 56 人，离异 12 人；家人探望情况：

≥每周 1 次 15 人，≥每月 1 次 46 人，≥每季度 1 次 28 人，≥每半年 1 次 20 人，≥每年 1 次 9 人，无人探

望 5 人。无失访人员，实际完成 123 例。  

2.2. 研究工具 

① 老年人一般情况调查表，是根据研究的主要目的、对象及方法，在通过咨询专家及查阅相关文献

的基础上设计而成，包括了老年人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受教育年限、婚姻、健康状况、家人探望

情况等内容。② 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相结合进行调查研究，使用与王晓清，严永(2020)在调查社区

老年人心理健康时使用的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list 90, SCL-90)调查老年人的精神心理健康状态，

量表累计 90 个调查项目，测得老年人 9 个方面的相关因子分，采用 5 等级综合评分法，每个调查项目分

值越大则说明症状越严重。使用 Zanon et al. (2021)在研究中应用的主观幸福感量表来客观评价被试者对

幸福的陈述，总分 23 份，所得平均分值越高表示主观幸福感越大。对文盲、小学文化者，由研究者逐条

解读量表内容，由被调查者根据自己的目前情况逐条填入。 

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9.0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及 Pearson 相关性分析等。 

3. 结果 

3.1. 养老机构老年人心理健康整体分析 

本项目问卷调查法与访谈法相结合。分 4 次，累计发放问卷 280 份，收回有效问卷 123 份，并依次

编号，随机对编号的老年人进行访谈，接受访谈的老年人对共 40 例。SCL-90 量表评价结果分析海宁市

养老机构内老年人心理健康现状如表1所示。依据量表测评结果，将SCL-90所得测评结果分为五个层次：

重度的心理问题、严重的心理问题、中度的心理问题、轻度的心理问题及心理健康。各层次老年人分别

占比：4.1%；8.1%；9.7%；16.3%；61.8%。通过研究我们发现海宁市养老机构老年人大部分的心理健康

水平较好，但存在轻–重度心理问题的老年人占 38.2%。 
 

Table 1. Mental health assessment of the elderly 
表 1. 老年人心理健康评定表 

心理健康状况 N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健康 76 61.8 61.8 

轻度 20 16.3 16.3 

中度 12 9.7 9.7 

严重 10 8.1 8.1 

重度 5 4.1 4.1 

合计 123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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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整体分析 

调查结果如表 2 所显示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平均得分为 79.03 分，男性的平均得分为 79.72 分，女性

的平均得分为 78.53 分，男女性老年人群主观幸福感无统计学差异(p > 0.05)。相关研究报告显示全国常

模得分男性：75 分，女性：71 分，与常模比较海宁市养老机构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略高于全国常模。 
 

Table 2. Subjective well-being scores of the elderly 
表 2.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得分 

性别 N 得分  

男 53 79.72 12.492 

女 70 78.53 13.662 

合计 123 79.03 13.160 

3.3. 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分析 

3.3.1. 性别 
根据调查发现性别与主观幸福感相关性的 sig 分别是 0.687。性别和主观幸福感无显著的相关性。 

3.3.2. 年龄 
根据测评结果分析(表 3)年龄、心理健康和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的 sig 分别是 0.000 和 0.108，年龄与

心理健康的相关性系数为 0.332 且呈现正相关，说明老年人年龄越高，SCL-90 得分也会随之增长，心理

健康情况也会越差。 
 

Table 3. Correlation between age, gender and mental health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表 3. 年龄、性别与心理健康和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 

类别  性别 年龄 心理健康 主观幸福感 

性别 

Pearson 相关性 −0.106 −0.106 0.032 −0.045 

显著性(双侧)  0.176 0.687 0.567 

N 123 123 123 123 

年龄 

Pearson 相关性 −0.106 1 0.332** 0.126 

显著性(双侧) 0.176  0.000 0.108 

N 123 123 123 123 

**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3.3.3. 婚姻状况 
研究分析显示(表 4)老年人目前的婚姻状况与主观幸福感相关的 sig 值：0.023，与心理健康水平相关

的 sig 值：0.387，老年人目前的婚姻状况与心理健康水平无显著性相关，而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呈正相

关。 
婚姻状况与养老机构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系数为−0.176。婚姻状况正常的老

年人主观幸福感分数高。 

3.3.4. 家人探望次数 
如表 4 显示家人至养老院探望次数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和主观幸福感相关性的 sig 值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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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8 和 0.214，无显著相关。 
 

Table 4. Correlation between marital status, family visits, mental health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表 4. 婚姻情况、家人探望情况与心理健康、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 

类别  婚姻情况 家人探望 心理健康 主观幸福感 

婚姻状况 

Pearson 相关性 1 −0.009 0.068 −0.176* 

显著性(双侧)  0.907 0.387 0.0223 

N 123 123 123 123 

家人探望 

Pearson 相关性 −0.009 1 −0.085 0.097 

显著性(双侧) 0.907  0.278 0.214 

N 123 123 123 123 

*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3.3.5. 健康状况 
调查研究分析(表 5)得出老年人精神心理的健康水平、个体主观幸福感与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呈现

显著性正相关，sig 值分别为 0.050 和 0.000；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现状与主观幸福感呈现负相关，与精神心

理健康水平之间呈现正相关，分别是 0.153 和−0.427。根据分析可得出老年人自身的身体越健康，主观幸

福感量表得分就会越高，症状自评量表得分就会越低，精神心理健康状况也会变得更加良好。 
 

Table 5. Correlation between health status and mental health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表 5. 健康状况与心理健康和主观幸福感的相关 

项目   心理健康 主观幸福感 

健康状况 

Pearson 相关性 1 0.153 −0.427** 

显著性(双侧)  0.050 0.000 

N 123 123 123 
**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3.4. 心理健康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分析 

据调查分析结果所示(表 6)老年人的精神心理健康水平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呈现显著负性相关(p < 
0.01)。我们研究发现，当老年人在心理和社会上的主观幸福感得分越高时，心理健康水平的得分就会越

低，也就说明心理越健康。 
 

Table 6.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mental health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表 6. 心理健康和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分析 

项目  心理健康 主观幸福感 

心理健康 

Pearson 相关性 1 −0.438 

显著性(双侧)  0.000 

N 123 123 

主观幸福感 

Pearson 相关性 −0.438** 1 

显著性(双侧) 0.000  

N 123 123 

**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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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海宁市各类养老机构的老年人群体心理健康状况整体较好，存在各种不同程度轻、中、重等心理问

题的比例为 38.0%，因此心理健康问题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虽然测查结果显示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现状普遍良好，但部分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得分偏低，需要引起重视及关注。 
年龄和身体素质状况是影响中国老年人心理健康程度的重要因素。心理健康问题的出现率与年龄增

长成正相关。这与平延勋(2016)的研究结果一致，随着年龄的增加，老年人的体力和精力会有所下降，新

的一种心理矛盾冲突及不适感也随之产生，如果没有及时进行处理，就可能会导致各种的心理问题产生。

调查结果发现，年龄越大的老年人，心理健康问题越多。我们认为，心理健康状况会随年龄的增长呈现

负相关增长，由于老年人产生心理上的冲突未及时得到有效解决而导致的一种心理问题。 
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水平在其作为影响他们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老年人的生活

直接受到身体健康程度的影响，大部分的老年人对于一个人出行是非常恐惧的，害怕疾病导致意外的发

生。老年人的健康水平与精力成正相关，心身越健康精力也就越充沛，与他人互动越多，他们就越不会

感到孤独、失望、无助和痛苦。结合这次访谈可以发现，老年人会非常关心自己的身心状况，老年人对

身体健康的关心程度和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也会存在着一定的关系。随着年龄的增大，老年人的机体的意

志、身体或多或少会出现一些问题。老年人越是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那么心理健康问题就会变得越突

出。 
婚姻状况和身体健康状况是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体验感的变量。在本研究中两种影响因素对老年人

的现实生活都存在重大的影响。结合有关分析结果不难看出，自变量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当

一个自变量不断提高时，个体对应的体验感就会随之变得更好，就会使其发展产生出更多的积极情绪体

验和正性情感，主观幸福感也为因此不断提高。 

5. 结论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对养老服务机构的需求也在逐渐增加，因此使得我国对养老服务机构的整体

医疗护理服务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心理健康水平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如何保障老年人身心健康，

提高养老机构中老年人心理健康及主观幸福感，使养老机构老年人生活质量提高有重大意义。对于养老

机构的老年人进行动态地心理监测和评估，对其可能产生的心理问题采取相对有效措施，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帮助促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优化养老服务条件，保障老年人的正当合法权益，提升老年人的健康

和安全感，丰富老年人的生活，改善老年养老服务体系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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