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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著·

社区老年人运动功能及自我感知老化与
抑郁的结构方程模型构建

罗艳艳,杜诣深,姚桂英,张金华,张会敏,秦立伟,刘凯莉,吴慧敏,袁坤

摘要:目的
 

探讨社区老年人运动功能、自我感知老化、抑郁现状及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制订促进老年人精神心理健康的干预措施

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老年人运动功能评定量表、简版自我感知老化量表及患者健康问卷抑郁量表对842名新乡市社区老年人进

行调查,构建和检验三者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结果
 

社区老年人运动功能障碍综合征发生率为8.31%,抑郁情绪检出率为

16.75%,自我感知老化条目均分2.44±0.52。运动功能与自我感知老化、抑郁,自我感知老化与抑郁呈正相关(均P<0.01)。
结构方程模型显示,运动功能对抑郁的直接效应显著(效应值0.207,效应量45.5%),自我感知老化在运动功能和抑郁之间的中

介作用显著(效应值0.248,效应量54.5%)。结论
 

社区老年人抑郁情绪发生率较高,应采取有效措施帮助老年人树立积极老化

态度,维护老年人精神健康。
关键词:老年人; 社区; 运动功能; 自我感知老化; 抑郁; 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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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status
 

and
 

relationships
 

among
 

motor
 

function,
 

self-perception
 

aging
 

and
 

depression
 

in
 

commu-
nity-dwelling

 

older
 

adult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developing
 

intervention
 

to
 

promote
 

the
 

mental
 

health
 

of
 

the
 

elderly.
 

Methods
 

A
 

total
 

of
 

842
 

community-dwelling
 

older
 

adults
 

in
 

Xinxiang
 

city
 

were
 

selected
 

conveniently
 

and
 

investigated
 

using
 

the
 

25-
question

 

Geriatric
 

Locomotive
 

Function
 

Scale,
 

the
 

Brief
 

Ageing
 

Perceptions
 

Questionnaire
 

and
 

the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
 

Depression
 

Scale,
 

to
 

construct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nd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three
 

variables.
 

Results
 

The
 

detection
 

rate
 

of
 

locomotive
 

syndrome
 

and
 

depression
 

was
 

8.31%
 

and
 

16.75%
 

respectively.
 

The
 

mean
 

score
 

of
 

self-perception
 

aging
 

was
 

2.44±0.52.
 

Motor
 

function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elf-perception
 

aging
 

and
 

depression,
 

self-perception
 

aging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depression
 

(P<0.01
 

for
 

all).
 

Results
 

from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howed
 

that,
 

the
 

direct
 

effect
 

of
 

motor
 

function
 

on
 

depression
 

was
 

significant
 

(effect
 

value
 

0.207,
 

effect
 

size
 

45.5%),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per-
ceived

 

aging
 

on
 

motor
 

function
 

and
 

depression
 

was
 

significant
 

(effect
 

value
 

0.248,
 

effect
 

size
 

54.5%).
 

Conclusion
 

The
 

incidence
 

of
 

depression
 

emotion
 

among
 

the
 

elderly
 

in
 

community
 

is
 

high,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help
 

the
 

elderly
 

develop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aging,
 

in
 

order
 

to
 

promote
 

their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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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8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达2.49亿,是世

界上老龄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1]。
 

“健康老龄化”被确

立为战略性国策
 [2],老龄人群的身心健康问题备受关

注。据报道,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抑郁症检出率为

17.2%[3]。抑郁情绪严重降低了老年人的生活质

量[4],甚至增加老年人自杀的风险[5]。由于生理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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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骨骼疾病等各种原因导致的运动功能下降是老

年人常见的躯体问题,与老年人抑郁的发生密切相

关[6-7],但关于运动功能下降与抑郁之间社会心理途径

的研究尚未见报道。自我感知老化是老年人处于生

理、心理及社会老化威胁时所产生的主观感知和情绪

体验,是影响老年人健康结局的重要心理因素[8],消极

的自我感知老化可显著增加老年人未来发生抑郁的可

能性[9],同时深受个体健康状况的影响[10-11]。由此,本
研究立足于社区老年人群,提出以下假设:运动功能直

接影响抑郁和自我感知老化,自我感知老化能直接影

响抑郁,且在运动功能和抑郁之间发挥中介作用。本

研究旨在探索三者的相互关系,为社区卫生工作者制

订改善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干预措施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法,对2019年4~11月在

新乡市红旗区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体检的老年人

进行问卷调查。纳入标准:年龄≥60岁;神志清楚,
能自行阅读问卷或经调查人员口述能理解问卷内容;
自愿参与调查。排除标准:严重认知及听力障碍;体
力虚弱无法配合。本次共有效调查老年人842人,其
中男353人,女489人;年龄60~95(71.30

 

±
 

5.37)
岁。婚姻状况:已婚704人,未婚6人,丧偶129人,
离异3人。受教育程度:小学以下167人,初中240
人,高中以上435人。居住状态:与配偶及子女居住

258人,与配偶居住420人,与子女居住122人,独居

42人。有退休金755人。月收入:<1
 

000元77人,
1

 

000~元327人,3
 

000~元325人,≥5
 

000元113
人。体育锻炼频率:从不70人,偶尔85人,每天687
人。
1.2 方法

1.2.1 研究工具 ①一般资料调查表:包括年龄、性
别、婚姻状况、居住状况、月收入等。②老年人运动功

能评估量表(25-question
 

Geriatric
 

Locomotive
 

Func-
tion

 

Scale,
 

GLFS-25):采用张宁等[12]汉化和修订的

量表,包含社会活动、移动困难、日常照护和身体疼痛

4个维度25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从“没有困

难”到“非常困难”分别赋0~4分,总分0~100分,得
分越高说明运动功能越差,≥16分即可诊断为运动

功能障碍综合征。本研究中量表总Cronbach's
 

α系

数0.905,各维度Cronbach's
 

α系数0.636~0.891。
③简版自我感知老化量表(Brief

 

Ageing
 

Perceptions
 

Questionnaire,
 

B-APQ):采用扈娜等[13]汉化和修订

的量表,包括消极结果和控制、积极结果、慢性时间、
积极控制、情感表征5个维度17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从“非常不赞同”到“非常赞同”分别计

1~5分,总分17~85分,得分越高说明自我感知老

化越 消 极。本 研 究 中 量 表 总 Cronbach's
 

α系 数

0.759,各维度Cronbach's
 

α系数0.621~0.895。④
患者健康问卷抑郁量表(Patient

 

Health
 

Question-

naire
 

Depression
 

Scale,
 

PHQ-9):该量表是含有9个

条目的有效筛查抑郁症的简便量表,在老年人群中较

多采用的是两因素模型,即情感因子和躯体表现2个

维度[14]。采用4级评分,从“完全不会”到“几乎每天

都有”分别计0~3分,总分27分,≥5分表示有不同

程度的抑郁,分数越高表示抑郁症状越严重。
1.2.2 调查方法 正式调查前对调查员(8名心理

护理和老年护理方向的研究生)进行统一培训。调查

时首先向研究对象说明研究目的及问卷填写方法,研
究对象签署知情同意书后自行填写问卷。填写困难

者由调查员根据研究对象的意愿代填。问卷当场发

放和回收。共发放问卷851份,回收有效问卷842
份,有效回收率98.94%。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Epidata3.1软件进行数

据录入,SPSS21.0和 Mplus7.0软件进行Spearman
相关性分析,采用极大似然估计伴标准误和均值校正

的χ2 检验法(MLM)进行参数估计,Bootstrap法检

验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社区老年人运动功能、自我感知老化及抑郁得

分情况 社区老年人运动功能总分2(1,6)分,其
中≥16分70人(8.31%),各维度得分从高到低依次

为社会活动1(0,4)分,移动困难0(0,0)分,日常照护

0(0,0)分,身体疼痛1(0,2)分。抑郁总分1(0,3)分,
其中≥5分141人(16.75%);2个维度得分依次为情

感因子0(0,2)分,躯体表现0(0,2)分。自我感知老

化总分为(41.55±8.92)分,总条目均分(2.44±
0.52)分,5个维度条目均分依次是慢性时间(3.05±
1.09)分,消极结果和控制(2.77±0.87)分,积极结果

(2.25±0.80)分,情感表征(2.03±0.78)分,积极控

制(1.88±0.74)分。
2.2 社区老年人运动功能、自我感知老化及抑郁的

相关性分析 运动功能总分与自我感知老化、抑郁总

分呈正相关(r=0.405、0.397,均P<0.01),自我感

知老化总分与抑郁总分呈正相关(r=0.305,P<
0.01)。各维度的相关性分析见表1。
2.3 社区老年人运动功能、自我感知老化及抑郁结

构方程模型的构建 社区老年人运动功能、自我感知

老化及抑郁三者两两相关。根据研究假设,以运动功

能为外生潜变量,自我感知老化为中介潜变量,抑郁

为结果变量构建初始结构方程模型,进一步探索三者

之间的内在关系。根据模型修正指数(MI)进行模型

修正,将自我感知老化的积极控制和积极结果2个维

度之间增加共变关系,修正后的模型拟合指数如下:
S-Bχ2=92.816,校正因子为1.612,MLχ2=校正因

子×S-Bχ2=149.619,df=40,MLχ2df=3.74<5,
RMSEA=0.040,CFI=0.946,

 

TLI=0.926,
SRMR=0.038,故该模型拟合度可接受[15]。Boot-
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路径系数和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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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效应的95%CI 不含0,说明模型拟合结果与研究

假设一致,自我感知老化在运动功能和抑郁之间发挥

部分 中 介 作 用,间 接 效 应 为 0.248,占 总 效 应 的

54.5%。运动功能、自我感知老化及抑郁各变量间效

应分解见表2,结构方程模型见图1。

表1 社区老年人运动功能、自我感知老化与抑郁各维度相关性分析(n=842) r

维度 社会活动 移动困难 日常照护 身体疼痛
消极结果

和控制
积极结果 慢性时间 积极控制 情感表征 躯体表现

移动困难 0.473** - - - - - - - - -
日常照护 0.350** 0.326** - - - - - - - -

            

身体疼痛 0.483** 0.395** 0.267** - - - - - - -
消极结果和控制 0.333** 0.278** 0.128** 0.186** - - - - - -
积极结果 0.186** 0.100** 0.097** 0.043 0.064 - - - - -
慢性时间 0.284** 0.245** 0.179** 0.165** 0.341** 0.071* - - - -
积极控制 0.124** 0.119** 0.076* 0.082* 0.110** 0.241** 0.083* - - -
情感表征 0.219** 0.246** 0.107** 0.191** 0.393** 0.093** 0.314** 0.179** - -
躯体表现 0.255** 0.193** 0.150** 0.262** 0.105** 0.159** 0.150** 0.073* 0.156** -
情感因子 0.271** 0.281** 0.166** 0.284** 0.204** 0.062 0.208** 0.054 0.286** 0.355**

  注:*P<0.05,**P<0.01。

表2 变量间效应显著性检验及Bootstrap分析结果

路径
直接

效应
95%CI

间接

效应
95%CI

运动功能→抑郁 0.207* 0.007~0.404 0.248** 0.155~0.354
运动功能→自我感知化 0.569** 0.485~0.651 - -
自我感知老化→抑郁 0.436** 0.271~0.584 - -

  注:
 *P<0.05,**P<0.01。

图1 社区老年人运动功能、自我感知老化及抑郁的结构方程模型

3 讨论

3.1 社区老年人运动功能、自我感知老化及抑郁现

况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社区老年人运动功能障碍

综合征发生率为8.31%,低于苏苗苗等[16]对农村老

年人的调查结果(27.86%),说明我国城市社区老年

人运动功能水平高于农村老年人。随着年龄增加,老
年人罹患退行性疾病的概率增加,骨骼肌质量、肌力、
功能减退,同时易患各种慢性疾病,给老年人的运动

功能带来极大挑战。本次调查中81.59%(687人)的
老年人表示每天都坚持体育锻炼,规律的体育锻炼是

延缓骨骼肌衰老的有效方式[17],而我国农村公共体育

设施不够完善,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较少,参
加体育锻炼的意识较薄弱,这些都不利于老年人运动

功能的维持和改善,故农村老年人运动功能状况较

差。
本研究社区老年人抑郁筛查阳性率为16.75%,

这 与 全 国 社 区 老 年 人 的 调 查 结 果 基 本 一 致

(16.4%)[18]。维护和促进老年人良好的心理、精神状

态是我国实现健康老龄化的重要环节,抑郁作为老年

人群最常见的情绪障碍之一,对其晚年的生活质量影

响深远,是家庭和社会需重点关注的老年心理问题。
本研究结果显示,社区老年人自我感知老化条目

均分为2.44±0.52,接近量表条目的中位值3分,说
明社区老年人的老化感知处于中等水平,这与 Yag-
hoobadeh等[19]的研究结果相似,但低于陈超然等[20]

对老年高血压人群的调查结果。这可能是由于患病

给老年人带来更多心理压力,不佳的身体状况会让其

更加关注衰老这一事件,从而在老化过程中不知所

措,产生消极心理应对。在自我感知老化各维度中,
慢性时间得分最高,积极控制最低,这说明社区老年

人认为衰老的过程是缓慢的,会不由自主想起自己的

年龄,但仍愿意对自己的老年生活进行积极控制,让
自己在缓慢衰老中发挥主动性,让晚年生活充满活

力。
3.2 社区老年人运动功能、自我感知老化及抑郁的

关系 研究发现,运动功能直接影响抑郁和自我感知

老化,自我感知老化能直接影响抑郁,验证了笔者提

出的研究假设。老年人运动功能的好坏直接关系到

生活自理能力的强弱。由于运动功能下降,很多事情

做起来变得吃力,甚至需要他人帮助才能完成,使老

年人无用感增多,生活愉悦感削弱,久而久之成为老

年人的慢性压力源,最终引发抑郁症状[21]。刻板印象

体现理论[22]认为,当人们发现衰老的有关征象出现在

自己身上时,自我感知老化会被激发出来。老化是不

可避免的过程,但当老年人出现功能退化、慢性疾病

等健康问题时,对老化的感知会更加显著和消极。据

报道,身体健康状况差的老年人更容易产生消极的自

我感知老化[10-11]。社区老年人自我感知老化直接影

响抑郁,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23]一致。自我感知老化

可以从多个层面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产生影响。为

·28· Journal
 

of
 

Nursing
 

Science Apr.
 

2021 Vol.36 No.8



了更好地应对健康问题,老年人多采用补偿策略以期

待能更好地管理自己的老年生活,拥有健康的心态,
但消极的自我感知老化阻碍了老年人采取补偿策略,
使其对自己的健康问题不再重视,健康自我管理能力

下降,从而导致健康问题加重,负性情绪滋生[24]。
本研究的另一假设也在结构方程中得以验证,即

自我感知老化作为中介变量,间接影响社区老年人运

动功能和抑郁的关系。这一结果表明社区老年人运

动功能下降是消极自我感知老化的催化剂,进而导致

了抑郁。面对运动功能的下降,社区老年人将其原因

归结于自己老了,从而不再积极寻求医疗救助,使自

身健康问题恶化,进而心理负担加重,最终产生负性

心理。这启示预防、减缓老年人抑郁的发生,可以从

改善老年人运动功能状况、树立积极的老化态度两个

方面同时入手。
综上所述,自我感知老化是运动功能下降、增加

社区老年人抑郁风险的机制,需鼓励老年人增加运动

量,对于已经存在运动功能下降的老年人,采取措施

引导其树立正向的老化态度,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
从而保障老年人的精神健康。本研究抽样方法为便

利抽样,仅对1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体检的老年人进

行调查,研究结果推广受限,且横向研究设计对三者

因果关系的解释力较弱,未来需开展多中心、大样本

的纵向调查以深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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