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5]Sigvant
 

B,
 

Kragsterman
 

B,
 

Falkenberg
 

M,
 

et
 

al.Long-
term

 

health
 

care
 

cost
 

in
 

patients
 

with
 

symptomatic
 

pe-
ripheral

 

artery
 

disease:
 

results
 

from
 

a
 

Swedish
 

nation-
wide

 

study[J].Value
 

in
 

Health,2016,19(7):607-608.
[26]曾我千春(日),查建华(译).日本老年人养老设施的现

状与趋势[J].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学报,2011,(4):

32-36.
[27]胡秀英,白春兰,徐小凤,等.急速老龄化进程下中国老

年人全程健康照护模式探讨[J].中国护理管理,2018,18

(5):590-596.
[28]宋志颖.从幸福科学看国际老年照护的新趋势[J].中国

护理管理,2019,19(2):178-181.
[29]周春山,李一璇.发达国家(地区)长期照护服务体系模

式及对中国的启示[J].社会保障研究,2015(2):83-90.
[30]谭睿.日本老年人长期照护政策的变迁及其借鉴[J].社

会福利(理论版),2017(8):27-30.
(本文编辑 颜巧元)

宠物饲养行为对社区老年人睡眠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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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社区老年人睡眠质量现状,分析宠物饲养行为对其睡眠质量的影响。方法
 

选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辖区社区内健

康档案健全的老年人624人,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及宠物饲养一般情况问卷进行入户调查。结果
 

社区老年人睡眠质量

得分为(7.07±5.28)分。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显示,是否向宠物倾诉、每天陪宠物时长、每天遛宠情况、每天遛宠次数是老年人睡眠

质量的影响因素(P<0.05,P<0.01)。结论
 

宠物饲养行为可以促进老年人睡眠质量,改善老年人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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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年龄增加,老年人各种生理机能进入衰退

阶段,优质睡眠时间缩短、睡眠习惯发生改变,睡眠

质量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有着密切关系,加之社会职

能、人际关系的改变,老年人所面临的一系列社会心

理问题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前,我国居民尤其是

老年人休闲娱乐方式、消费观念呈现出多样化发展,
很多家庭开始饲养宠物。2019年全国城镇宠物数为

5
 

503万只,较2018年增长8.2%[1],越来越多老年人

选择宠物作为感情寄托。本研究探讨宠物饲养行为

对老年人睡眠质量的影响,旨在指导社区老年人娱乐

或退休后生活方式的选择,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19年8月至2020年1月,选取河南南

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直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辖区社区

内健康档案健全的老年人。纳入标准:年龄≥60岁;
当地固定居民,居住时间1年以上;能够使用汉语正

常交流;同意参加研究并能够配合完成研究。排除标

准:患有精神或严重的心、肝、脑、肾病患者;听力或视

力明显障碍;本人或家属拒绝参加。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①老年人宠物饲养一般情况问

卷:由调查者自行设计,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
化程度、医保类型、经济收入情况、是否饲养宠物、养

宠行为、每天陪宠物时长、是否被宠物伤害过、每天遛

宠时长、是否向宠物倾诉、邻居朋友对养宠态度、有无

养宠不愉快经历、每天遛宠次数等。②匹兹堡睡眠质

量指数量表(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
其包括主观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

率、睡眠障碍、催眠药物使用和日间功能7个维度共

21项条目,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采用Likert4级(0~
3分)评分,总分0~21分。PSQI得分越高,表示睡

眠质量越差[2]。
1.2.2 调查方法 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合作对老年

人入户发放问卷进行调查。向符合纳入标准的老年

人解释研究目的和意义,取得同意后进行正式调查。
对于无法自行填写的,由研究者逐一读出并进行解

释,研究者代为填写,此过程中不能给予暗示。当场

回收所有问卷并进行逐项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共发放问卷624份,回收有效问卷624份,有效回收

率100%。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2.0软件进行统计

学分析,单因素分析采用t检验、方差分析,多因素分

析采用逐步回归分析。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社区老年人睡眠质量得分与饲养宠物状况 社

区老年人睡眠质量得分为(7.07±5.28)分。624名

老年人中饲养宠物者237人,占37.9%。其中182人

养狗,55人养猫。
2.2 影响社区老年人睡眠质量的单因素分析

2.2.1 不同人口学特征的社区老年人睡眠质量得分

比较 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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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不同人口学特征的社区老年人睡眠质量得分比较

项目 人数 PSQI得分(x±s) F/t P
性别 -1.144 0.253
 男 325 7.28±5.24
 女 299 6.84±5.33
婚姻状况 13.421 0.004
 未婚 4 10.50±3.11
 已婚且配偶健在 399 6.58±5.06
 已婚丧偶 214 8.03±5.61
 分居离婚 7 4.14±3.80
文化程度 22.906 0.000
 文盲 82 8.92±5.03
 小学 163 8.28±5.25
 初中 179 7.94±5.18
 高中/中专 128 5.53±4.80
 大专以上 72 2.83±3.61
年龄(岁) -5.539 0.000
 60~75 403 6.22±5.20
 >75 221 8.62±5.09
饲养宠物 -18.021 0.000
 是 237 2.30±3.23
 否 387 10.00±4.02

2.2.2 宠物饲养行为对社区老年人睡眠质量的影响

 见表2。
表2 宠物饲养行为对社区老年人睡眠质量的影响

项目 人数 PSQI得分(x±s) F/t P
每天陪宠物时长(h) 29.402 0.000
 <1 36 5.63±4.48
 1~ 37 3.83±4.41
 2~4 62 1.33±1.25
 >4 102 1.15±1.70
被宠物伤害过 6.786 0.000
 是 42 6.33±4.58
 否 195 1.43±2.01
每天遛宠时长(min) 31.649 0.000
 <15 18 1.27±1.67
 15~ 61 1.15±1.44
 30~60 77 1.37±1.84
 >60 36 1.83±2.23
 不遛 45 6.24±4.74
向宠物倾诉 -7.076 0.000
 是 162 1.15±1.56
 否 75 4.80±4.34
邻居朋友对养宠态度 63.924 0.000
 支持 150 1.18±1.60
 不支持 21 7.85±4.84
 无所谓 66 3.07±3.39
养宠不愉快经历 69.819 0.000
 无 198 1.46±1.92
 偶尔有 33 6.03±4.77
 经常有 6 9.66±4.27
每天遛宠次数 48.553 0.000
 <1 45 6.37±4.77
 1 59 1.63±1.48
 2 94 1.22±1.77
 ≥3 38 1.11±1.45

2.3 饲养宠物状况对社区老年人睡眠质量影响的多

重线性回归分析 以睡眠质量得分为因变量,以单因

素分析有统计学差异的变量为自变量(自变量赋值见

表3),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是否向宠物倾诉、
每天陪宠时长、每天遛宠时长、每天遛宠次数与睡眠

质量有关(P<0.05,P<0.01),见表4。
表3 自变量赋值情况

自变量 赋值方法

是否向宠物倾诉 1=是;2=否

每天陪宠时长 1=>4
 

h;2=2~4
 

h;3=1~2
 

h;4=<1
 

h
每天遛宠情况 1=遛宠物,2=不遛

每天遛宠次数 1=0次;2=1次;3=2次;4=≥3次

3 讨论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脑动脉硬化程度逐渐加

重,或伴有高血压、脑卒中、脑梗死、震颤麻痹等疾病,
使脑部血流减少,引起脑代谢失调而影响睡眠质量,
且随着身体的衰弱,老年人社交活动范围受限,从而

产生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导致睡眠质量下降。研究

表明,有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的老年人中枢神经系

统的唤醒作用发生了生物学改变,中枢神经系统的唤

醒作用较常人增强,引起去甲肾上腺素及促肾上腺皮

质激素释放因子活性过度,可能是睡眠障碍的发病机

制[3]。本研究发现,将宠物作为倾诉对象,经常陪伴

宠物的老年人睡眠质量较好(P<0.01),与有关学

者[4]研究结果相近。这可能是因为当老年人与宠物

进行互动,如玩耍、抚摸、凝视、交谈时,会增加宠物主

人催产素的释放[5],宠物主人催产素增加会让主人和

宠物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反过来增加宠物的催产素

分泌,在宠物和主人之间建立起一个由催产素介导的

正反馈机制,当人体催产素含量上升时,会随之释放

出大量能够缓解压力、延缓衰老的激素(如催乳素、多
巴胺、β-内啡肽),可以促进细胞重生,调节血压、缓解

压力、镇痛,减轻孤独、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增加亲

社会行为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6]。人对同类存在

着一种本能上的依赖,这种人类天生、本能的依赖性,
使得人类需要高质量的、相互支持的关系。老年人由

于社会角色的转变和子女的独立,失去了依赖和被依

赖。而宠物部分补偿了一部分缺失的人际关系,宠物

作为一种非人性化的社会支持形式,它不同于人类的

社会支持。大多数人把社会支持看成为人类专有名

词,某些社会支持元素与人的社会交往有关,如指导

与信息。但某些社会支持元素也可以被宠物提供,如
安全感、被关心感、价值感、被爱被喜欢感,以缓解压

力和生活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宠物与老人间的互

相亲近和依赖,让他们不再感觉受到孤立。有宠物相

伴的老年人有了情感交流的空间,更愿意与其他人接

触,增加了社交范围。在社交活动中,老年人往往从

喜欢同类宠物开始。
  本研究发现,经常遛宠老年人睡眠质量明显高于

非饲养宠物老年人和养宠但不遛宠的老年人(均P<
0.01),与Friedman等[7]研究结果一致,与Brad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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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饲养宠物行为对社区老年人睡眠质量影响的多因素分析

自变量
偏回归系数

β SE t P
标化偏回

归系数
R2 R2adj F P

常数 - 0.558 -7.604 0.000 -4.246 0.417 0.407 41.413 0.000
是否向宠物倾诉 0.214 0.484 3.077 0.002 1.488 - - - -
每天陪宠时长 0.166 0.193 2.542 0.012 0.490 - - - -
每天遛宠时长 0.166 0.169 2.633 0.009 0.445 - - - -
每天遛宠次数 0.200 0.186 3.318 0.001 0.619 - - - -

等[8]研究结果不同。国外研究表明,缺乏运动已成

为老年人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每年约有320万人

(6%)死亡,为维持身体健康,老年人应每周至少进

行150
 

min的中等强度体育活动或每周至少75
 

min
的剧烈体育活动,但65%的65岁以上的老年人没

有达到该要求[9]。加拿大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遛
宠的义务在宠物所有权和体力活动之间起着中介作

用,饲养宠物必须让它们保证一定的运动量才能健

康,部分老年人为了照顾宠物,如遛狗和遛猫,坚持

参与体力活动,减少了每天的久坐时间。经常参与

体育运动增加身体的含氧量,帮助控制情绪。持续

有氧运动时,可以刺激脑内啡和血清素的分泌,改善

海马萎缩,刺激大脑海马线粒体基因的表达,促进大

脑神经的可塑性变化,改善老年人的焦虑、抑郁等不

良心境,从而改善睡眠质量[10]。研究表明,一方面,
运动可以直接触发主动睡眠机制,为了防止运动所

知的温度升高,机体通过主动代偿性加速睡眠,增加

睡眠深度,从而达到降低能量消耗,促进体力恢复和

能量储存的目的。同时,运动也能影响生物钟对体

温调节的控制,改变周期性体温节律,从而易化睡

眠。另一方面,机体通过运动直接或间接地累及有

关中枢神经递质与受体系统或内源性睡眠物质而影

响睡眠[11]。此外,照顾宠物要求老年人按时起床,
按时喂食,购买宠物食品、用具和及时清理卫生,而
这些时间性很强并且必须做的工作,也督促老年人

自己均衡进食,按时吃药,控制血压及其他疾病,使
老年人感到自己被需要,实现了自我价值认同感。
研究表明,被宠物咬伤的患者,尤其是女性患者被诊

断为抑郁症的可能性为47.0%。可能是因为寄生

于猫身上的弓形虫感染患者,对患者的大脑造成影

响,导致精神疾病如:精神分裂症和强迫症以及其他

脑部疾病[12]。
综上,良好的宠物饲养行为是促进老年人睡眠质

量的有效措施之一,有助于推动积极老龄化。由于本

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对于被调查对象自我报告的个

人情况可能存在回忆偏倚,且没有对老年人身体健康

情况进行客观测量,关于宠物的相关因素(如体型,品
种等)很难在调查中进行收集和精确测量。未来的研

究应采用对照实验,并专门为此类研究设计一种调查

工具,以便提供进行统一标准的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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