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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心理健康素养的概念内涵,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素养的测量工具、心理健康素养现状及干预方法等进行文献综述,以期

为今后发展针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素养的干预策略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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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人口展望:2019》[1]指出,目前65岁及以上

人口约占全球人口的9%,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

12%,到2050年将达到16%,为增长最快的年龄组。
在世界范围内,精神疾病是老年人疾病总负担的第五

大支出[2]。据 WHO统计,全球超过1/5的老年人患

有精神障碍,且60岁及以上年龄组的伤残调整寿命

年中,有6.6%归咎于精神障碍[3]。与年轻人相比,
老年人更可能经历负性生活事件,如退休、丧偶、独
居、慢性病等,这些都可能导致孤独、焦虑和抑郁等不

良心理问题[4]。我国有高达85%的老年人存在心理

问题,更有27%的老年人患有明显的心理疾病[5]。
但老年人寻求专业心理咨询的比例却很低,在我国老

年自杀者中,有精神障碍者占60.3%,其中仅不到1/
4的自杀者在生前曾因心理问题寻求专业帮助[6]。
导致此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素

养(Mental
 

Health
 

Literacy,MHL)严重不足。提升

心理健康素养是提高全民心理健康水平最根本、最经

济、最有效的措施之一[7]。《“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

要》[8]中明确提出,要加大全民心理健康科普宣传力

度,重点关注老年人等重点人群的心理问题,提升其

心理健康素养。因此,本文介绍心理健康素养的概念

内涵,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素养的测量工具、心理健康

素养现状及干预方法等进行文献综述,以期为今后开

展针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素养的干预策略提供参考。
1 心理健康素养的概念内涵

心理健康素养最早由Jorm等[9]提出,指有助于

人们识别、管理和预防心理疾病的知识和信念。包括

以下6部分:识别心理疾病的能力,心理疾病病因和

危险因素的知识,有效自助策略的知识,寻求专业心

理帮助的知识,寻求心理健康相关信息的知识,促进

心理健康认知和寻求心理帮助的态度。后来,Jorm
等[10]完善了该定义,增加了预防心理疾病的知识和

心理急救技能的内容,但仍只侧重于知识维度。Wei
等[11]于2015年将其扩展为4个维度:获得和促进积

极心理健康的能力,认识心理疾病及其治疗方法的知

识,减少心理疾病的相关污名,提高求助效能。整体

上看,目前心理健康素养的概念内涵尚无统一共识,
仍在不断演变过程中。未来需要通过不断深化心理

健康素养的概念,开展多角度全方位的心理健康素养

研究。
2 老年人心理健康素养的测量工具

2.1 多维度测量工具

2.1.1 澳洲Jorm 心理健康素养量表 Reavley
等[12]发展了Jorm等[10]编制的心理健康素养量表,以
随机呈现抑郁症、有自杀倾向的抑郁症、早期精神分

裂症、慢性精神分裂症、社交恐惧症和创伤后应激障

碍中的一种情景进行访谈,每种情景均设有1名女性

(Mary)或男性(Robert),受访者被要求回答关于这

个人物的一系列问题,主要包括识别心理疾病、认可

的求助来源、治疗方式以及自助策略等,计分方法为

正确识别心理疾病得1分,正确判断有益或有害的干

预措施得1分。该量表侧重于评估对各项干预措施

有用性的认知和信念,开发时基于心理卫生专业人员

对心理疾病的认知和治疗信念制订有益和有害的干

预措施,编制过程较为科学可靠。Piper等[13]研究显

示该量表适用于评估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素养。
2.1.2 加拿大COMPAS心理健康素养问卷 由加

拿大心理疾病和心理健康联盟委托COMPAS公司

研制,有抑郁症、焦虑症和精神分裂症3种情景案例,
包含心理健康和心理疾病的知识及信念(病因与治疗

方法)、对心理疾病的污名态度、寻求专业心理帮助和

心理健康自助的知识、自评心理健康状况等内容[14]。
该问卷参考了Jorm等[10]编制的工具,并增加了评估

自身心理健康状况和对心理疾病的污名态度,内容较

为丰富。我国台湾学者将其翻译修订为繁体中文版,
可有效测量中老年人对特定心理疾病(抑郁症和老年

痴呆症)的心理健康素养[15]。
2.1.3 美国佛罗里达心理健康素养问卷 由Epps
等[16]开发,长版78题,简版28题,包括6个维度(对
自我价值和能力的态度、对权力的看法、相关知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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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功能性行为、批判性行为及沟通性行为),采用

Likert
 

5级计分法。Kim等[17]从中选取适合老年人

的10个条目,修订为韩语版,经596名韩国老年人检

验,Cronbach's
 

α系数为0.93。该问卷使用简便,但
条目筛选过程缺乏科学性。
2.2 单维度测量工具

2.2.1 抑郁素养量表(Depression
 

Literacy
 

Scale,D-
Lit)和抑郁症病耻感量表(Depression

 

Stigma
 

Scale,
DSS) 均由Griffiths等[18]编制,分别用于评估针对

抑郁症的知识素养和病耻感。D-Lit共22个条目,各
条目有“对、错和不知道”3个选项,回答正确计1分。
DSS共18个条目,包含个人病耻感和感知病耻感2
个子量表,各9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各子量

表得分0~36分。在使用意大利版本评估澳大利亚

中老年移民群体时,2个量表均显示出良好的内部一

致性信度(克朗巴赫系数为0.92和0.80),且呈现出

简单、易懂和用时短等优点[19]。D-Lit已在国外应用

较多,国内尚未见使用;DSS国内外已广泛应用。
2.2.2 心理疾病内化污名量表(Internalized

 

Stig-
maof

 

Mental
 

Illness,ISMI) 由Ritsher等[20]编制,
共29个项目,分为自我疏离、刻板印象认同、歧视体

验、社交退缩和抵抗污名5个子量表,采用4级计分,
量表总分29~116分,其中抵抗污名反向计分。该量

表适用于测量老年心理疾病患者的污名,包括老年抑

郁症和精神分裂症群体[21],但尚未报告在老年人群

中的信效度。
2.2.3 老年期常见精神疾病症状和预防知识问卷 
我国原卫生部统一制定,问卷共10个条目,主要包括

一般心理健康知识、心理疾病病因、症状、预防和治疗

等方面知识。该问卷简单易懂,适合快速评估,国内

最为常用,但Cronbach's
 

α系数仅为0.297[22]。
国外研制了多种心理健康素养测量工具,但大多

针对心理疾病患者及其照顾者、普通公众、心理卫生

专业人员、学生以及青少年[11]。目前尚未见针对老

年人心理健康素养的特异性测量工具,现有研究均借

用普适性量表,未考虑老年人普遍具有文化水平偏

低、理解能力不高以及语言沟通障碍等特点。因此,
亟需开发针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素养测量工具,以利

于准确测量,进一步科学分析老年人心理健康素养与

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通过早发现、早干预,预防、延
缓老年人心身疾病的发生发展。
3 老年人心理健康素养现状

3.1 心理健康知识素养 心理健康知识素养是心理

健康素养最重要的维度之一,包括心理疾病的识别能

力、心理疾病病因和危险因素的知识、有效自助策略

的知识、寻求专业心理帮助的知识和寻求心理健康相

关信息的知识等。老年人心理健康知识素养目前重

点关注心理疾病的识别能力和精神卫生知晓情况。
国外调查多集中于老年人对心理疾病的识别能力,如

美国老年人对抑郁症的识别率为41.0%,但对不典

型无悲伤症状抑郁症的识别率仅为33.9%[23];加拿

大老年人对抑郁症的识别率为74%,而华裔老年人

仅11.3%[24]。Farrer等[25]调查发现,抑郁症和精神

分裂症的识别率在18~24岁年轻人中分别为71.7%
和42.5%,明显优于70岁及以上老年人(41.5%和

22.8%)。国内侧重于调查老年人及其照顾者的精神卫

生知晓情况,各地区老年人对老年期常见精神疾病的症

状和预防知识回答正确率为68.8%~81.0%[26-28]。另

外,江述荣等[29]报道,老年人抑郁症知识正确率为

46.4%;李胜琴等[30]调查发现,老年人心理健康素养

相关知识正确率为76.2%。由此可见,现阶段老年

人的心理健康知识素养普遍不高,无法第一时间感知

心理亚健康状态,直接影响了其寻求心理帮助的意

愿,且不能很好地获取心理健康相关信息、及时采取

积极的应对方式管理自身及他人的心理健康,以致错

过心理疾病预防的最佳干预时机。
3.2 心理疾病污名态度素养 心理疾病污名是指个

体由于心理疾病有关的刻板印象所遭受的社会偏见、
歧视和不公平对待[31]。心理疾病污名态度素养是评

价个体对心理疾病及患者的污名程度和心理求助态

度积极程度的指标,是影响心理求助态度的主要原

因。一般污名程度越高,心理求助态度越消极,心理

疾病污名态度素养也就越低。心理疾病污名化程度

高是影响老年人求助态度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也是导

致心理卫生服务利用率低最根本的原因[32]。Conner
等[33]发现,大多数美国老年抑郁症患者遭受过歧视,
他们普遍认为抑郁症是个人软弱的标志,患有抑郁症

和寻求心理治疗皆是耻辱,并且重度抑郁者对心理卫

生服务持更消极的态度。国内也有类似的结果,中老

年人群心理障碍污名显著高于大学生,而专业心理求

助态度显著低于大学生[34];林媛媛等[21]研究发现,
80%的老年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污名化。
但 Mackenzie等[35]研究显示,55~74岁中老年人积

极寻求帮助的态度是年轻人的2~3倍,且其中80%
以上的研究对象对心理卫生服务持积极的求助态度。
Gitlin等[36]研究显示,美国老年人具有积极的心理求

助态度和信念,若出现抑郁症状,超过80%的老年人

认可积极的症状管理策略。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表

明在寻求帮助的态度上是否存在年龄差异目前尚不

清楚,需未来扩大样本量进行研究,但已明确的是老

年人心理疾病污名态度素养不高。
3.3 心理求助行为素养 心理求助行为素养是评价

个体心理求助能力的指标,包括知晓何时、何地、如何

寻求合适的心理帮助等内容,与心理疾病污名态度素

养呈正相关[37]。研究表明,对心理治疗持消极态度的

人寻求心理卫生服务的可能性比持积极态度的人低5
倍[38]。只有不到3%的老年人会利用心理卫生服务来

进行心理治疗,这一比例低于任何其他成人年龄组[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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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老年人求助的对象并不完全一致,国内老年人

最为认可的是精神科医生,而国外老年人更推荐全科

医生[24]。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认可的求助对象较少,
不够信任心理卫生专业人员,甚至认为心理医生是有

害的[39]。老年人对不同疾病选择的专业治疗略有差

别,对抑郁症,老年人较为认可的是心理治疗、放松训

练和抗抑郁药[24];对老年痴呆症,老年人更倾向于选择

心理咨询服务、参加支持小组和放松训练[40]。老年人

不太认可的专业帮助包括精神科住院治疗、电休克治

疗、抗精神病药物以及催眠治疗,且误认为住院治疗有

害者高达49.1%[24,40]。家庭支持是影响老年人求助行

为的重要因素,提高其家属的心理健康素养可促进老

年人主动寻求心理帮助[41]。综上,老年人心理求助行

为素养较低,对心理卫生服务存在过多误解,认可的求

助对象和治疗方法较少。
4 老年人心理健康素养干预方法

4.1 同伴教育 有学者对19例美国抑郁症老年人

进行为期3个月的同伴教育干预,结果发现,相比于

专业人士提供的专业知识,老年人更容易接受同伴教

育者分享的知识,而且不仅被试受益,同伴教育者在

参与过程中也能增强自尊,有助于同时消除两者的内

在污名,是一种适合弱势群体的互助式提高心理疾病

污名态度素养的干预方法[42]。
4.2 老年人心理健康急救培训 Svensson等[43]为

老年人量身定制了心理健康急救培训课程,由专业讲

师对老年护理人员进行为期12
 

h的课程,通过加深

对心理疾病的认识,增强给予帮助的信心,极大地提

高了心理健康知识素养、心理疾病污名态度素养以及

心理健康急救能力。老年人心理健康急救培训课程

已被证实是提高老年人心理健康素养的有效干预措

施,但我国尚未见开展。
4.3 多语言抑郁症信息在线干预 其内容包括介绍

抑郁症的病因、症状、治疗措施和诊断依据,以及获取

心理卫生服务的途径等信息,国外中老年人使用多语

言抑郁症信息在线干预后可有效提高抑郁症素养,并
改善心理疾病污名态度素养,甚至可以治疗抑郁

症[18]。但这种基于互联网的干预方式可能不适合在

网络技能较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推广。
4.4 照片漫画小说 Gallagher-Thompson等[44]使

用以老年痴呆症为主要内容的照片漫画小说对111
名拉丁美洲老年人进行干预,结果显示老年人的痴呆

症素养显著提升。Unger等[45]研究同样证明了照片

漫画小说在改善心理健康知识素养和心理疾病污名

态度素养的有效性。因此,对具有识字、阅读能力低

和语言沟通障碍特点的老年人,通过娱乐方式接受心

理健康相关信息、教育并赋能的照片漫画小说是一种

创新、高效的心理健康促进手段。
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提升心理健康素养的

干预项目主要包括社会干预运动、学校教育干预、互

联网干预、自助式应用程序以及心理健康急救培训

等[7],但针对老年人群的干预研究较少。老年群体普

遍经历着孤独、焦虑和抑郁等心理问题,而心理健康

素养水平较低是导致其心理疾病患病率高,就医率低

的重要原因。因此,制订有效提升老年人群心理健康

素养的干预策略,提高他们自身获取心理卫生服务的

能力刻不容缓。
5 小结

国内外目前针对老年人群心理健康素养的研究

尚处于萌芽阶段,迫切需要构建既能全面反映老年人

心理健康素养,又符合中国文化背景的老年人心理健

康素养测量工具。从心理健康知识素养、心理疾病污

名态度素养和心理求助行为素养等多角度全方位调

查老年人心理健康素养现况,制订符合老年人特点的

干预措施,全面提高其心理健康素养水平,改善老年

人心理健康状况,降低心理疾病发生率,提高心理疾

病的识别率及心理健康服务利用率,对促进健康老龄

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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