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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负性生活事件及隔代抚育对郑州市社区老年人心理幸福感的影响，为制订提升社区老年人心

理幸福感的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方法，应用老年人生活事件量表、综合幸福问卷中

的心理幸福感问卷及自编的一般情况问卷对郑州市896名60岁以上社区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单

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月收入、家庭结构、负性生活事件、隔代抚育影响社区

老年人心理幸福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年龄、婚姻状况、月收入、负

性生活事件、隔代抚育是社区老年人心理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在本研究中负性生活事件、隔代抚育分别

解释心理幸福感总体变异的31%和2.9%。结论：负性生活事件、隔代抚育是社区老年人心理幸福感的

影响因素，经历负性生活事件程度低、参与隔代抚育的社区老年人心理幸福感水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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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intergenerational care on the psycho-
logical well-being of elderly people in Zhengzhou community, and to provide a basis for formulat-
ing intervention measures to enhance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elderly people in the com-
munity. Method: Convenient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to conduc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896 
elderly people aged 60 and above in the community of Zhengzhou City, using the Elderly Life Event 
Scale, the Psychological Wellness Questionnaire from the Comprehensive Happiness Questionnaire, 
and a self-designed General Situation Questionnaire. Result: Single factor analysis showed that age, 
education level, marital status, monthly income, family structure,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inter-
generational care had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elderly 
people in the community (P < 0.05);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age, marital 
status, monthly income,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intergenerational care were the influencing fac-
tors for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elderly people in the community. In this study,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intergenerational care explained 31% and 2.9% of the overall variation in psychologi-
cal well-being,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intergenerational care are in-
fluencing factors for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elderly people in the community. Community 
elderly people who have experienced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participated in intergenerational 
care have a high level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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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年人的健康和幸福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心理幸福感指个体的人生

价值和自我潜能实现时随之产生的心理满足感，不只是简单的主观体验，而是着重个体的潜能实现和对

环境的良好适应能力，其作为心理健康的一个方面，与个人的生活质量和人生价值等密切相关(郭全荣，

陈长香，2021)。有研究指出心理幸福感在医务人员认识与改善老年人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方面具有积极

的作用(Prapas & Mavreas, 2018)。负性生活事件是一种应激源，即使人产生消极情绪体验的生活事件，比

如躯体疾病或丧偶等，这些事件对老年人身心健康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并且给公共卫生服务工作者

带来了巨大的挑战(Clovis, Ferraz, & Fernando, 2011)。刘金光等指出负性生活事件是老年人心理健康的重

要影响因素(刘金光，于艳华，克纳新，2009)，但关于其与心理幸福感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大学生(刘
蕴，王娟，曾瑜，2018)，是否影响社区老年人心理幸福感尚不明确。隔代抚育是指父母由于工作忙，没

有时间和精力去照看孩子，而把孩子的生活学习托付给祖父母的现象(任明新，2017)。国外研究学者认为

照顾孙子女对照顾提供者有积极作用，有利于增加其寿命的和提高照顾提供者的心理健康及满意度(Fanti 
& Gori, 2014)。但也有研究指出照顾孙子女是一项时间、体力、情感的长期劳动，导致老年人产生担心、

焦虑、幸福感降低(Lumsdaine & Vermeer, 2015)。两者的关系究竟如何，是本研究探讨的点。本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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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性生活事件及隔代抚育对社区老年人心理幸福感的影响，为制订提升社区老年人心理幸福感的干预措

施提供依据。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2021 年 7 月至 2022 年 6 月，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郑州市 896 名社区老年人为研究对象。纳入标

准：① 生活在该社区一年以上，年龄 ≥ 60 周岁的老年人；② 能正常交流者；③ 自愿参加本次研究。

排除标准：① 有重度认知障碍，存在严重精神疾患者；② 听力严重受损，不能正常语言交流者；③ 体
质差，照护者协助下仍无法完成问卷者。 

2.2. 调查工具 

① 一般资料问卷：自行设计，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家庭结构、月收入、隔代抚

育。② 心理幸福感问卷：采用由苗元江(苗元江，高红英，2008)编制的心理幸福感问卷，为《综合幸福

感问卷》中的分量表，该量表共有 33 个条目，分为友好关系、利他行为、健康关注、生命活力、自我价

值、和人格成长 6 个维度。采用 likert7 级计分法(l = 明显不符合，2 = 不符合，3 = 有些不符合，4 = 中
等符合，5 = 有些符合，6 = 符合，7 = 明显符合)，各维度的总分等于各维度条目的得分相加，各维度

的因子分 = 维度总分/条目数，因子分数的得分范围为 l~7。量表的总得分越高，表明 PWB 越强。③ 负

性生活事件刺激量表：采用由肖林(肖林，徐慧兰，2008)编制的《老年人生活事件量表》(Life Events Scale 
for the Elderly, LESE)，主要用来评估老年人在过去 1 年的时间内性质为“坏事”的生活事件，均从 5 个

方面对每个事件测评：发生事件(未发生、1 年内、长期性)：性质(“好事” = 0、“坏事” = 1)；心理

影响程度(无影响 = 0 分、轻度 = 1 分、中度 = 2 分、重度 = 3 分、极重 = 4 分)；影响持续时间(三个月

内 = 1 分、半年内 = 2 分、1 年内 = 3 分、1 年以上 = 4 分)；发生次数，发生几次记几次，在调查时间

范围之前就发生但影响持续至今的事件为长期事件，均记为 1 次。计算方法为：负性生活事件刺激量性

质 × 心理影响程度 × 影响持续时间 × 发生次数；负性生活事件总刺激量 = 全部坏事刺激量得分之

和。总得分越高代表生活事件对老年人的刺激量越大，得分 0~5 分为负性生活事件低刺激，6~24 分为负

性生活事件中等刺激，25~240 分为负性生活事件高刺激。 

2.3.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17.0 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采用两样本独立 t 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多元线性回归

分析老年人心理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3. 结果 

3.1. 不同特征社区老年人心理幸福感水平 

郑州市社区老年人心理幸福感总均分为(155.02 ± 25.39)分，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将一般资料、隔代抚育、

负性生活事件程度为自变量，心理幸福感总分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

况、月收入、负性生活事件、隔代抚育影响社区老年人心理幸福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1。 
 

Table 1. Comparison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levels among elderly people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n = 896) 
表 1. 不同特征的老年人心理幸福感水平比较(n = 896) 

因素 n 心理幸福感 F/P 
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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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男 422 155.40 ± 25.31 0.427*/0.670 

女 474 154.68 ± 25.48  

年龄    

60~ 370 157.93 ± 22.75 14.866/<0.001 

70~ 416 155.56 ± 25.79  

>80 110 143.21 ± 28.93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301 154.10 ± 25.71 4.722/0.009 

高中 86 155.33 ± 24.32  

专科及以上 35 164.55 ± 22.71  

婚姻状况    

有配偶 636 159.86 ± 23.05 8.779*/<0.001 

无配偶 260 143.15 ± 26.93  

家庭结构    

独居 166 149.13 ± 23.98 −3.327*/0.001 

与家人同住 730 156.35 ± 25.52  

月收入(元)    

<2000 228 141.77 ± 15.62 50.267/<0.001 

2000~4000 473 157.83 ± 22.67  

>4000 195 163.67 ± 33.70  
负性生活事件    

轻度 582 166.79 ± 18.80 399.91/<0.001 
中度 223 140.61 ± 17.92  
重度 91 115.01 ± 17.54  

隔代抚育    
是 417 166.65 ± 21.48 14.272*/<0.001 
否 479 144.89 ± 24.17  

注：*为 t 值。 

3.2. 老年人心理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以社区老年人心理幸福感总分为因变量，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为自变量进行分层

回归分析，自变量赋值表见表 2。在分层回归分析中，第一层通过纳入年龄、文化程度、月收入、婚姻

状况、家庭结构 5 个变量，结果显示年龄、月收入、婚姻状况、家庭结构进入回归方程模型，调整后 R2

值为 0.440，这些因素能解释社区老年人心理幸福感总体变异的 44.0%。第二层在纳入上述因素的基础上

同时纳入负性生活事件，结果显示年龄、月收入、婚姻状况、负性生活事件进入回归方程模型，调整后

R2值为 0.750，这些因素能解释社区老年人心理幸福感变异的 75.0%，其中负性生活事件可以独立影响社

区老年人心理幸福感总体变异的 31%，第三层在纳入上述因素的基础上同时纳入隔代抚育，结果显示年

龄、月收入、婚姻状况、负性生活事件、隔代抚育进入回归方程模型，调整后 R2 值为 0.779，这些因素

可以解释社区老年人心理幸福感变异的 77.9%，其中隔代抚育可以独立影响社区老年人心理幸福感总体

变异的 2.9%。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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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Assignment table 
表 2. 赋值表 

变量名称 赋值说明 
心理幸福感总分 实际得分   

年龄(岁) 1 = 60~ 2 = 70~80 3 ≥ 80 
文化程度 1 = 初中及以下 2 = 高中 3 = 专科及以上 
婚姻状况 1 = 有配偶 0 = 无配偶  
月收入(元) 1 ≤ 2000 2 = 2000~4000 3 ≥ 4000 
家庭结构 1 = 独居 2 = 与家人同住  

负性生活事件 1 = 轻度 2 = 中度 3 = 重度 
隔代抚育 1 = 是 0 = 否  

 
Table 3.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n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elderly people in the 
community 
表 3. 社区老年人心理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自变量 偏回归系数 标准化回归系数 t P 调整后的R2 F P 
第一层     0.440 42.619 <0.001 
年龄 −4.263 −0.113 −3.706 <0.001    

文化程度 2.239 0.052 1.718 0.086    
婚姻状况 14.702 0.263 8.599 <0.001    
家庭结构 4.351 0.067 2.196 0.028    
月收入 10.416 0.282 9.300 <0.001    
第二层     0.750 751.125 <0.001 
年龄 −2.349 −0.062 −2.762 0.006    

文化程度 0.474 0.011 0.493 0.622    
月收入 9.145 0.247 11.066 <0.001    
家庭结构 2.256 0.035 1.543 0.123    
婚姻状况 7.699 0.138 5.991 <0.001    

负性生活事件 −23.774 −0.629 −27.407 <0.001    
第三层     0.779 101.492 <0.001 
年龄 −2.392 −0.063 −2.968 0.003    

文化程度 0.351 0.008 0.385 0.700    
家庭结构 2.435 0.037 1.757 0.079    
婚姻状况 6.805 0.122 5.572 <0.001    
月收入 8.473 0.229 10.777 <0.001    

负性生活事件 −21.560 −0.570 −25.331 <0.001    
隔代抚育 11.314 0.222 10.074 <0.001    

4. 讨论 

4.1. 年龄、月收入、婚姻状况对社区老年人心理幸福感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社区老年人心理幸福感水平降低，这与许淑莲(许淑莲，吴志平，

吴振云，2003)研究发现老年组心理幸福感较老老年人组的高相一致，可能与随着年龄增长，生理与心理

机能均进入衰退期，活力、精力以及对生活的热情减退，加之活动受限，交往能力下降，对健康的关注

度不高，健康状况不好或正受到其威胁有关。经济因素对幸福感的确立具有重要的意义，经济条件是老

年人的物质基础(李忠莲，余跃生，秦素霞，舒正菊，王敏，莫才云，2022)。本研究结果显示，月收入对

社区老年人心理幸福感有影响，月收入水平越高的老年人心理幸福感水平越高。这与国内学者的研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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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一致，即收入水平与心理幸福感呈正相关，对其有正向影响(白亚丽，范榕，赵雅宁，2021)。但国外研

究者认为收入能够提高心理幸福感水平，但当达到一定的收入水平，对幸福感的影响微乎其微，更多的

金钱并不一定会带来更多的幸福(Yoshinori & Tomoko, 2018)。这与所研究的对象处的国情和文化背景不

同有关，发达国家的国情是先富后老或富老一致，养老保障体系较为完善，具有比较完善的法律法规和

养老保险制度以确保养老服务的实施。而中国的国情是未富先老，在经济能力、养老制度建设与思想意

识方面都未做好充分准备，而且郑州市人口正处于老龄化，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

老服务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此研究结果提示，社区护士应多关注经济状况较差的老年人，提供给他们

比较多免费的医疗资源与服务，减轻他们由于医疗服务所承受的经济压力。高红英认为有配偶的老年人

总体幸福感高于丧偶的和独身的老年人，婚姻关系是对老年人来说至关重要的社会关系，老年夫妻彼此

了解，相互关心和体贴，共同面对困难，减轻焦虑和压力，克服怀旧与失落的情绪，增强心理上的愉悦

感(高红英，苗元江，2008)。本研究结果显示婚姻状况对社区老年人心理幸福感有影响，与以往研究一致

(郭全荣，陈长香，2021)。 

4.2. 负性生活事件对社区老年人心理幸福感的影响 

负性生活事件是一种应激源，即使人产生消极情绪体验的生活事件，比如生病或丧偶等。有研究表

明负性生活事件是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心理因素，尤其对社区老年人抑郁情绪的影响，特别是最近 2
周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对社区老年人抑郁有明显的影响(孙鹃娟，蒋炜康，2020)。本研究结果表明，负

性生活事件对社区老年人心理幸福感产生影响，独立影响社区老年人心理幸福感总体变异的 31%，生活

事件程度越严重，老年人心理幸福感越低。印雪芬等调查了杭州市 429 名社区老年人，结果显示经历过

负性生活事件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有消极影响(印雪芬，虞哲彬，鲍成臻，2017)。国外的一项长达 35
年的随访研究也显示，经历负性生活事件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产生不良的影响，进而间接对老年人的主

观幸福感产生影响。老年人生活中遇到的负性生活事件越多，又不能得到及时的解决，会给老年人带来

一系列的困扰，影响老年人的心情，降低幸福感(Ku, Fox, Chang et al., 2014)。本研究认为，应采取各种

措施来缓解负性生活事件给老年人带来的心理无助感和孤独感，从而提高老年人的心理幸福感和生活质

量。 

4.3. 隔代抚育对社区老年人心理幸福感的影响 

学术界将祖辈家长帮助子女照顾孙辈称为隔代抚育、隔代抚养或隔代养育等。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

地位的调查结果显示，城镇儿童在 3 岁以前，由祖辈进行隔代抚育的比例持续上升，20 世纪 80 年代大

约为 38%，90 年代上升至 40%左右，21 世纪以来升至 46% (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课题组，2011)。
国内相关研究显示，照料孙子女可以使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更好，一定强度的照料对祖父母的认知功能

起到保护的作用(汪连杰，2022)。更有学者指出照料孙子女可以降低祖父母孤独和抑郁的发生风险(Tsai, 
Motamed, & Rougemont, 2013)。本研究结果显示参加隔代抚育能够提高社区老年人心理幸福感水平，独

立影响社区老年人心理幸福感总体变异的 2.9%，与上述研究结果一致，这可能与老年人通过照顾孙子女，

使其觉得自己在退休后还是被家人需要的、有用的、有价值的，而且周围亲朋好友的夸赞、儿女们的认

可有助于其实现自我价值有关。此外孙子女能给祖辈带来精神慰藉，摆脱沉闷、孤独的老年生活，享受

孙辈们带来的快乐。 

5. 小结 

综上所述，负性生活事件和隔代抚育影响老年人心理幸福感水平。有关部门制定老年群体心理卫生

政策时，应着重关注最近经历过重度生活事件的老年人，多与老年人沟通，给予他们精神上的支持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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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鼓励老年人以积极的心态面对负性生活事件带来的困难，同时，社区应定期举办对老年人的身心健

康有益的活动，完善社区公共隔代抚育设施。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数据均来自同一个城市的社区老年

人，其结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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