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ging Research 老龄化研究, 2024, 11(2), 332-338 
Published Online April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r 
https://doi.org/10.12677/ar.2024.112048   

文章引用: 马昕, 陈虹汝. 西宁市社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 老龄化研究, 2024, 11(2): 332-338.  
DOI: 10.12677/ar.2024.112048 

 
 

西宁市社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现状及 
影响因素分析 

马  昕，陈虹汝* 

青海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系，青海 西宁 
 
收稿日期：2024年3月6日；录用日期：2024年4月9日；发布日期：2024年4月18日 

 
 

 
摘  要 

目的：本研究旨在调查了解青海省西宁市社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现状，探讨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全面

提高老年人幸福感。方法：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选取在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城西区两所社区医

院参加健康体检的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基本情况、焦虑、抑郁及主观幸福感水平，采用

单因素分析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结果：共调查304位老年人，其中女性177
人(58.20%)、焦虑11人(3.60%)、抑郁210人(69.10%)。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婚姻状况、睡眠时长、

睡眠质量、焦虑、抑郁等因素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影响(P < 0.05)。结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得分处于
中度幸福感水平，丧偶和重度抑郁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较低。建议社区重点关注空巢老年人及老年人心理

健康状况并及时采取相应干预措施，从社区提高老年人养老舒适度和幸福感，做到老年人幸福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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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quo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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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lderly in Xining City, Qinghai Province, explore the factors affecting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Methods: A multi-stage random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to select elderly people who participated in physical examination in two com-
munity hospitals in Chengdong District and Chengxi District of Xining City, Qinghai Province for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survey contents included basic information, anxiety, depress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level. Univariate analysis and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were used to ana-
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lderly subjective well-being. Results: A total of 304 elderly people 
were investigated, of which 177 were female (58.20%), 11 were anxious (3.60%) and 210 were 
depressed (69.10%). The results of single factor analysis showed that marital status, sleep dura-
tion, sleep quality, anxiety, depression and other factors had an impact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P < 0.05). Conclusi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was in the moderate 
level, and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widowed and severely depressed elderly was lower.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community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empty nest elderly and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the elderly and take corresponding intervention measures in time, improve the 
comfort and happiness of the elderly from the community, and achieve the happiness of the elder-
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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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 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为 26,402 万人，已经达到全国人口的 18.70% 
[1]。主观幸福感作为评价老年期生活质量的重要心理指标，已成为心理学领域研究的热点[2]。老年人主

观幸福感是老年人对其健康、生活状况乃至生存质量的自我评价和期望，是评价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和

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3]。关注老年人的幸福感受，多方面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感是我国实现“健康老龄化”

进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4]。社会各界通过探讨健康状况、婚姻状况、经济状况等个人基本特征[5] [6] 
[7]以及家庭关系、社会支持等外界因素[8] [9] [10] [11]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此外，还有研究证明

生活方式、养老模式、社区管理、再就业、城乡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养老服务资源的便捷程度[12] [13] 
[14]等因素也会影响主观幸福感。目前青海省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口约为 83 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 13.95%。

老年人的健康不仅局限于身体健康，心理和社会健康也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本研究旨在调查了解青

海省西宁市社区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状况，探讨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状况的因素，为进一步对提高老

年人的幸福感提供可行依据。促进社会养老服务规划的具体实施，努力提升老年人幸福感，真正做到老

年人幸福养老。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于 2023 年 6 月至 2023 年 8 月期间，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对西宁市城东区，城西区两所社

区医院参加健康体检的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纳入标准：自愿配合调查参加；60 岁及以上在西宁市主城

区连续居住 5 年及以上的常住人口。排除认知障碍和精神疾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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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方法 

2.2.1. 样本量计算 
研究期间对研究对象进行预调查 100 人，测得老年人中等幸福感以上人数检出率为 15%。根据现况

研究样本量计算公式：N = Z2α*P*(1 − P)/ε2，式中 α取 0.05，ε取 0.05，P 取 0.15，考虑问卷回收率 10%，

计算得最小样本量为 216 人。本次调查共发放 320 份问卷，回收 304 份有效问卷，有效率 95%。 

2.2.2. 抽样方法 
采取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第一步：采用单纯随机抽样，从西宁市城东区、城西区、城中区、城

北区四个主城区中抽取两个区。第二步：采用单纯随机抽样，从抽取的两个区(城东区、城西区)中各抽取

一个社区医院。从抽取的 2 所社区医院中对来参加健康体检的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 

2.2.3. 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人员包括研究者及 1 名经过严格培训医学本科生，由调查员采用面对面访谈法的方式如实

调查记录并对所有接受调查的老年人告知其本次调查的目的及意义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对参加本次研究

的老年人个人资料严格保密；因故不能参加的老年人中途要求退出者，均予以批准。 

2.2.4. 调查内容 
① 基本情况调查：一般情况：涵盖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月收入、睡眠时长、睡眠质量等问题。 
② 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 SAS)：该量表含有 20 个项目，其中 15 个项目为正向评

分，剩余的 5 个为反向评分。通过公式转换将各项分数相加便得到标准总分，标准分分界值为 50 分，其

中 50~59 分为轻度焦虑，60~69 分为中度焦虑，69 分以上为重度焦虑。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0 [15]。 

③ 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该量表含有 20 个条目，其中 10 项为反向评分

题，其余 10 项为正向评分题。通过公式转换各项相加便得到抑郁标准总分。标准分分界值为 53 分，53~62
分为轻度抑郁，63~72 分为中度抑郁，>72 分为重度抑郁。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4 [16]。 

④ 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Memorial University of Newfoundland Scale of Happiness, MUNSH)：
量表分为 24 个条目和正性情感维度(PA)、正性体验维度(PE)、负性情感维度(NA)、负性体验维度(NE)
这四个维度。总分 = 正性情感(PA) + 正性体验(PE) − 负性情感(NA) − 负性体验(NE)。每道题回答

“是”、“愿意”、“满意”记为 2 分，回答“不知道”记 1 分，回答“否”、“不愿意”、“不满意”

记为 0 分。通常总分加上常数 24 使得记分范围变为正值在 0 分~48 分。该量表获得的得分越高表示主观

幸福感水平越高。主观幸福感得分以“总分大于等于 36 分为高主观幸福感水平”、“13 分到 35 分为中

等幸福感水平”、“小于等于 12 分为低幸福感水平”。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2 [17]。 

2.3. 统计方法 

使用 EpiData3.1 软件录入问卷数据，采用双录入法对录入结果进行核对。使用 SPSS 22.0 进行数据

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表示，

两组均数比较采用 Mann-Whitney U 检验，多组均数比较采用 Kruskal-Wallis H 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多

重线性回归分析，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社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现状 

结果如表 1 所示，其中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总分为 25.0 (12.0, 34.0)分，正性情感得分为 9.4 ± 1.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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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性情感得分为 4.0 (0.0, 8.0)分，正性体验得分为 6.0 (3.0, 10.0)分、负性体验得分为 6.0 (4.0, 10.0)分。 
 
Table 1. Statu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elderly in the community 
表 1. 社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现状 

纬度 最小值 最大值 分值 

正性情感(PA) 6 13 9.4 ± 1.1 

负性情感(NA) 0 10 4.0 (0.0, 8.0) 

正性体验(PE) 0 14 6.0 (3.0, 10.0) 

负性体验(NE) 0 14 6.0 (4.0, 10.0) 

主观幸福感总分 0 48 25.0 (12.0, 34.0) 

3.2. 社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单因素分析 

本次共调查老年人 304 名，其中男性 127 名，女性 177 名；年龄在 60~70 岁的老年人居多，占总人

数的 67.10%。婚姻状况已婚占总人数的 79.90%；就业状况已退休 261 名；月均收入在 3000~5000 元 117
人，占总人数的 38.50%。调查结果显示婚姻状况、睡眠时长、睡眠质量、焦虑、抑郁等因素与主观幸福

感分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果如表 2 所示。 
 
Table 2. Univariate analysi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elderly in the community 
表 2. 社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单因素分析 

项目 分类 调查人数 占比(%) 分值 U/H P 

性别 
男 127 41.80 25.0 (13.0, 34.0) 

−1.31a 0.19 
女 177 58.20 22.0 (10.0, 34.0) 

年龄 

60~70 岁 204 67.10 25.0 (13.0, 34.8) 

2.87b 0.24 71~80 岁 72 23.70 21.0 (9.0, 34.0) 

81~90 岁 28 9.20 15.5 (10.0, 31.5) 

婚姻状况 
已婚 243 79.90 25.0 (13.0, 35.0) 

−3.13a 0.00 
丧偶 61 20.10 16.0 (7.5, 30.5) 

就业状况 

在业 7 2.30 35.0 (13.0, 41.0) 

2.87b 0.24 离退休 261 85.90 23.0 (12.0, 34.0) 

无业 36 11.80 19.0 (8.5, 35.0) 

照顾者 

配偶 233 76.60 25.0 (13.0, 34.5) 

4.99b 0.08 子女 39 12.80 16.0 (6.0, 32.0) 

其他 32 10.50 21.5 (9.2, 35.5) 

月收入 

无收入 25 8.20 21.0 (9.0, 33.0) 

5.06b 0.28 

<1000 元 13 4.30 17.0 (7.5, 35.0) 

1000~3000 元 44 14.50 21.5 (7.0, 33.8) 

3000~5000 元 117 38.50 24.0 (13.0, 34.0) 

>5000 元 105 34.50 27.0 (14.0, 36.0) 

高血压 
是 101 33.20 25.0 (12.0, 36.5) 

−1.29a 0.20 
否 203 66.80 22.0 (11.0, 34.0) 

糖尿病 
是 50 16.40 24.5 (14.8, 36.2) 

−1.02a 0.31 
否 254 83.60 23.0 (11.0,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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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睡眠时长 

<6 小时 124 40.80 16.5 (10.0, 31.5) 

18.92b 0.00 
6~7 小时 96 31.60 27.5 (14.0, 35.8) 
7~8 小时 55 18.10 30.0 (21.0, 36.0) 
>8 小时 29 9.50 30.0 (10.5, 40.5) 

睡眠质量 

很好 32 10.50 33.0 (27.3, 40.8) 

37.04b 0.00 
较好 117 38.50 30.0 (16.5, 38.0) 
较差 70 23.00 16.5 (10.0, 30.5) 
很差 85 28.00 15.0 (7.0, 29.5) 

焦虑 
否 293 96.40 24.0 (12.0, 34.5) 

−2.03a 0.04 
是 11 3.60 17.0 (5.0, 23.0) 

抑郁 

否 94 30.90 35.5 (30.0, 42.0) 

47.60b 0.00 
轻度 131 43.10 20.0 (13.0, 32.0) 

中度 60 19.70 11.5 (6.0, 22.0) 

重度 19 6.30 5.0 (3.0, 7.0) 

注：a. Mann-Whitney U 检验；b. Kruskal-Wallis H 检验。 

3.3. 社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多因素分析 

对社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进行多因素分析，以主观幸福感总分为因变量，将单因素分析结

果中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相关赋值情况见表 3。 
 
Table 3. Multivariate variable assignment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elderly in community 
表 3. 社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多因素变量赋值情况 

相关变量 赋值 

婚姻状况 已婚 = 0 丧偶 = 1 
睡眠时长 <6 小时 = 1  6~7 小时 = 2  7~8 小时 = 3  >8 小时 = 4   
睡眠质量 很好 = 1 较好 = 2 较差 = 3 很差 = 4 
焦虑 否 = 0 是 = 1 
抑郁 否 = 1 轻度 = 2 中度 = 3 重度 = 4 

 
结果如表 4 显示，已婚老年人主观幸福感高于丧偶老年人、抑郁状况的轻重也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高

低，老年人抑郁情况越重，主观幸福感越低。 
 
Table 4. Multi-factor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elderly in community 
表 4. 社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多因素分析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P 
β 标准误 

(常量) 40.445 4.189  9.654 0.00 

婚姻状况 −3.823 1.456 −0.117 −2.626 0.01 

睡眠时长 0.680 0.670 0.051 1.015 0.31 

睡眠质量 −0.253 0.726 −0.019 −0.349 0.73 

焦虑 0.624 3.158 0.009 0.197 0.84 

抑郁 −9.058 0.761 −0.603 −11.90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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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与建议 

西宁市社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结果显示主观幸福感总分为 25.0 (12.0, 34.0)分，低于姜兆权[18]等人的

研究结果，得分处于中度幸福感水平。青海省地处西部偏远地区，经济和医疗等方面落后于东部地区，

对老年人的幸福养老关注度有所欠缺，导致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较低。 
主观幸福感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受到抑郁状况和婚姻状况的影响。随着抑郁状

况的加重，与不发生抑郁状况的老年人相比，患有中度、重度抑郁状况的老年人幸福感逐步降低。这与

朱平[19]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老年人由于社会关系和生活模式的转变，心理情绪状态也随之发生变化。

在子女陪伴较少，与周围人的交流变少等情况下，很容易让老年人产生严重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可能

会随着时间诱发抑郁情绪的出现。消极的心理情绪会影响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健康不仅仅是身体健康，

更是心理和社会方面的健康。随着抑郁情绪的加重，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也随之降低。同时与已婚老年

人相比，丧偶的老年人获得的主观幸福感比较低，该结果与国内学者李忠莲[20]、秦依晴[21]等人研究结

果一致。已婚老年人在生活中会获得来自配偶的关爱与照料，会比丧偶老年人获得更多的精神慰藉，从

而主观幸福感相比于较高。 
综上所述，西宁市社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得分较低，分值低于国内其他一些地区，可在老年人积极

老龄化方面提高重视和关注。社区作为老年人接触密切的社会组织之一，可以通过在日常管理中增加对

老年人养老方面的干预管理来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感。如可定期对老年人组织进行心理学测试，通过定期

安排测定老年人心理状况，从而发现其情绪方面的变化。若出现抑郁、孤独等情绪时可第一时间进行干

预和排解。还可以对社区管辖范围内丧偶、空巢的老人及时开展家庭关怀等活动，定期上门随访了解其

生活状态，开展面对面的交流，避免因缺少关爱关心而降低主观幸福感。还可组织公益类文体活动让老

年人参与其中，以此提高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感。通过这种增加干预管理方式以此提高老年人主观幸福感，

真正从社区来提高老年人养老舒适度和幸福感，做到老年人幸福养老，托起幸福的夕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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