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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居家老年人自我忽视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王洁玉1,刘义兰1,彭笑2,张丰健2,黄垒2,陈雨沁2,常鸿薇2,游妍婕2,丰明姣2

摘要:目的
 

了解武汉市居家老年人自我忽视现状及影响因素,为后续预防和监测居家老年人自我忽视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老年

自我忽视评估量表、疼痛数字评分量表、日常生活能力量表、家庭关怀度指数问卷对436名武汉市居家老年人进行调查。结果
 

25.46%居家老年人存在自我忽视;社会交往自我忽视率最高(44.95%)。回归分析显示生活自理能力、家庭关怀度、疼痛、月收

入、子女探望频率是居家老年人自我忽视的主要影响因素(均P<0.05)。结论
 

居家老年人易发生自我忽视,需要重点关注低收

入、日常生活能力障碍、有身体慢性疼痛、低家庭关怀度、独居或空巢的老年人群。
关键词:居家老年人; 自我忽视; 关怀; 人文关怀; 老年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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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prevalence
 

and
 

associated
 

factors
 

of
 

self-neglect
 

among
 

home-based
 

older
 

adults
 

in
 

Wuhan,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prevention
 

and
 

monitoring.Methods
 

A
 

total
 

of
 

436
 

home-based
 

older
 

people
 

in
 

Wuhan
 

were
 

surveyed
 

using
 

the
 

Scale
 

of
 

the
 

Elderly
 

Self-neglect,
 

Pain
 

Numerical
 

Rating
 

Scale,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scale,
 

and
 

the
 

family
 

APGAR.
Results

 

More
 

than
 

twenty-five
 

percent
 

(25.46%)
 

of
 

the
 

sample
 

reported
 

self-neglect
 

and
 

social
 

interaction
 

self-neglect
 

was
 

most
 

prevalent
 

(44.95%).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family
 

function,
 

pain,
 

monthly
 

income,
 

visiting
 

frequency
 

of
 

children
 

were
 

predictors
 

of
 

self-neglect
 

(P<0.05
 

for
 

all).Conclusion
 

Home-based
 

elderly
 

people
 

are
 

prone
 

to
 

self-neg-
lect.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ose
 

with
 

low
 

income,
 

those
 

having
 

impairments
 

in
 

daily
 

living
 

and
 

chronic
 

pain,
 

those
 

experien-
cing

 

low
 

family
 

function,
 

and
 

those
 

living
 

alone
 

or
 

'empty
 

n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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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self-neglect; caring; human
 

caring; geriatric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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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家老年人大多需要自己维持自身健康功能,来
自外界的直接照顾较少,使老年人自我忽视问题逐渐

引起研究者的关注[1]。老年自我忽视是指老年人因

无法较好进行自我照料和保护,而有意或无意地表现

出一些威胁到健康、个人安全及公共安全的行为[2]。
老年人自我忽视问题复杂、隐秘性高。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的发生使老年人群发生自我忽视的流行率

大大增加[3]。老年人自我忽视与其身体功能下降有

密切的关系[4],会导致老年人营养不良、生存质量下

降、医疗依从性下降、增加老年人患急性重症疾病的

概率、频繁住院和再住院、死亡风险增加(过早死

亡)[5-8]等。老年人自我忽视问题会进一步加剧社会

养老压力。Yu等[9]对社区老年人自我忽视的系统评

价显示,其发生率18.4%~29.1%。目前国内对老

年人自我忽视开展了一些研究[7,9-13]。本研究旨在了

解武汉市居家老年人自我忽视现状及影响因素,为采

取科学有效的关怀方案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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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20年9月至2021年6月方便选取武

汉市居家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纳入标准:年龄≥60
岁;武汉市居家养老(长期居住在武汉,住在自己家或

与子女等人共同居住);意识清晰,语言表达、沟通能

力正常;知情同意,愿意参与研究。排除标准:无法理

解提问内容,或无法清楚回答问题;机构养老。
1.2 方法

1.2.1 研究工具 ①居家老年人一般情况调查表。
自行编制,包括性别、年龄、自感健康状况、近1年住

院情况等。②老年自我忽视评估量表(Scale
 

of
 

the
 

Elderly
 

Self-neglect),包含医疗(3个条目)、卫生(3
个条目)、情感(3个条目)、安全(3个条目)、社会交往

(2个条目)5个维度[13]。每个条目分值为0~3分。
对医疗、卫生、情感、安全维度只要有1个条目得分≥
2分,则判断为该维度存在自我忽视;社会交往维度

得分≥2分,则判断该维度存在自我忽视;5个维度中

至少有3个维度得分≥3分判定为总体自我忽视。
总分越高表示老年人自我忽视越严重。李杰[14]将该

问卷用于城市和农村老年人,测得Cronbach's
 

α系数

为0.801。③疼 痛 数 字 评 定 量 表(Pain
 

Numerical
 

Rating
 

Scale,PNRS)。是使用0~10之间的数字来

表示疼痛程度,0分表示无痛,数字越大表示疼痛程

度较重,10分表示剧痛。疼痛数字评定量表是慢性

疼痛研究的标准工具[15]。④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c-
tivities

 

of
 

Daily
 

Living,ADL),包括躯体生活自理量

表和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量表[16]。ADL共14项,每
项分值为1~4。总分≥22分,说明日常生活能力有

明显障碍。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5。⑤家庭

关怀度指数问卷[17]。包括适应度、合作度、成长度、
情感度、亲密度5项,每项分值为0~2,满分10分。
吕繁等[18]研究显示,重测信度为0.733,效度较好。
1.2.2 资料收集方法 与武汉市硚口区、江汉区和

黄陂区3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联系,说明研究的目的

和意义,获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允许和支持,利用

老年人接种疫苗需留观30
 

min的间隙进行问卷收

集。获得调查对象的同意和支持,让其在不受干扰的

情况下自己填写问卷。对无法识字或书写的老年人,
通过读出问卷条目的方式协助调查对象完成问卷。
共调查500名武汉市居家老年人,其中有效问卷436
份,有效率为87.20%。
1.2.3 统计学方法 运用SPSS26.0软件进行数据

录入和分析,采用 Mann-Whitney
 

U 检验或Kruskal-
Wallis

 

H 检验、Spearman相关性检验、多元线性回

归分析。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居家老年人自我忽视情况 见表1。
2.2 不同特征居家老年人自我忽视得分比较 见表

2。

表1 居家老年人自我忽视情况(n=436)

自我忽视 评分[M(P25,P75)] 忽视[人(%)]

 总体 7(3,12) 111(25.46)
 医疗 2(1,4) 186(42.66)
 卫生 1(0,3) 69(15.83)
 情感 2(0,3) 135(30.96)
 安全 1(0,2) 107(24.54)
 社会交往 1(0,3) 196(44.95)

表2 不同特征居家老年人自我忽视得分比校

M(P25,P75)

项目 人数 评分 Z/χ2 P
性别 -0.759 0.448
 男 221 7.00(3.00,13.00)
 女 215 8.00(3.00,12.00)
年龄(岁) 9.307 0.010
 60~ 188 7.00(3.00,10.75)
 70~ 184 7.00(3.00,13.00)
 80~95 64 11.00(5.00,16.75)
宗教信仰 1.526 0.127
 有 30 10.00(3.75,17.75)
 无 406 7.00(3.00,12.00)
户口性质 7.815 <0.001
 农业 110 12.50(8.00,21.75)
 非农业 326 6.00(3.00,10.00)
文化程度 31.951 <0.001
 文盲 50 11.50(5.00,16.00)
 小学 61 10.00(6.00,15.00)
 初中 113 8.00(4.00,18.00)
 高中/中专 120 6.00(3.00,11.00)
 大专及以上 92 6.00(3.00,9.00)
婚姻状况 2.662 0.008
 非在婚 112 9.00(5.00,14.00)
 在婚 324 7.00(3.00,12.00)
独居 2.816 0.005
 否 378 7.00(3.00,12.00)
 是 58 9.50(6.75,14.00)
子女探望频率 18.578 <0.001
 很少 92 11.00(5.00,24.75)
 有时 87 9.00(4.00,12.00)
 经常 136 6.00(3.00,11.00)
 总是 121 7.00(3.00,12.00)
个人月收入(元) 46.447 <0.001
 <2000 63 13.00(10.00,18.00)
 2000~ 216 8.00(4.00,13.00)
 ≥4000 157 5.00(2.00,9.00)
自感健康状况 42.585 <0.001
 较差 89 12.00(8.00,25.00)
 一般 150 7.00(3.00,12.00)
 较好 197 6.00(2.00,10.00)
近1年住院 5.331 <0.001
 否 280 6.00(3.00,11.00)
 是 156 10.00(5.00,18.75)

2.3 居家老年人疼痛、生活自理能力、家庭关怀度与

自我忽视的相关性 居家老年人疼痛评分0~10
(1.86±2.69)分。自理能力得分14~52(17.80±
8.11)分;57人(13.07%)生活自理能力下降,65人

(14.91%)存在生活自理能力障碍。家庭关怀度得分

0~10(5.73±2.95)分;93人(21.33%)家庭功能严

重障碍,179人(41.06%)中度障碍。老年人疼痛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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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生活自理能力、家庭关怀度与自我忽视呈显著相

关(r=0.471、0.510、-0.434,均P<0.05)。
2.4 居家老年人自我忽视的多因素分析 将单因素

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9个变量及相关性分析有意义

的3个变量纳入自变量,以居家老年人自我忽视得分

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α入=0.05,α出=
0.10)。结果见表3。

表3 居家老年人自我忽视的回归分析结果(n=436)

自变量 β SE β' t P
常量 9.812 1.179 8.320 <0.001
日常生活能力 0.378 0.038 0.435 9.811 <0.001
家庭关怀度 -0.607 0.071 -0.255 -8.557 <0.001
疼痛 0.633 0.116 0.242 5.466 <0.001
个人月收入 -1.712 0.318 -0.165 -5.385 <0.001
子女探望频率 -0.571 0.193 -0.089 -2.958 0.003

  注:R2=0.645,调整R2=0.640;F=155.952,P<0.001。自变

量赋值:日常生活能力、家庭关怀度、疼痛以实际值纳入;个人月收

入<2
 

000元=0,2
 

000~元=1,≥4
 

000元=2;子女探望频率=0,有
时=1,经常=2,总是=3。

3 讨论

3.1 居 家 老 年 人 自 我 忽 视 现 状 本 研 究 显 示,
25.46%武汉市居家老年人存在自我忽视,高于陶红

霞[11]对兰州市社区老年人的研究(16.2%)、张彩

元[10]对延吉市城市老年人的研究(18.2%),略低于

赵媛媛[13]对安徽农村老年人的研究(26.7%),这可

能与调查对象所处的地域文化、生活经历不同,纳入

研究对象标准不同有关。本研究中居家老年人社会交

往自我忽视情况最为严重,且高于国内相关研究[10-11]。
这可能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武汉市采取了

前所未有的封城举措和严格的防疫措施有关,人们社

会参与受到一定的限制,社会互动减少[19]。老年人的

医疗自我忽视也较严重,在其他研究中老年人医疗自

我忽视发生率最高[13]。随着年龄的增加,老年人患慢

性疾病的可能性越高、种类越多、症状越严重,治疗难

度较大且需要长期治疗,然而老年人由于经济能力有

限,缺乏自我保健知识等往往忽视医疗保健的需要,对
慢性疾病药物治疗的依从性不高。Abada等[20]研究指

出,自我忽视老年人大多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

或心力衰竭,每天服用处方药的平均数量为8.2±5.4,
治疗方案的复杂性与药物依从性存在负相关。Turner
等[21]研究发现,90%的自我忽视老年人至少存在1种

药物不依从的情况。坚持慢性病药物治疗对老年人减

少不良事件的发生,实现治疗目标和生活质量目标至

关重要,未来需要研究如何提高自我忽视老年人的服

药依从性。情感自我忽视问题也很突出,可能与中国

老年人经历过饥荒等艰苦年代,对衣食住行的关注度

比自身情绪变化和感情需要更高有关,长期以来中国

老年人习惯了对自身情绪的忽视。居家老年人常常感

到自己社会价值的降低,认为自我由于劳动力的丧失

变得没有价值,把自我的关注重心放在子女或晚辈身

上[9]。同时为了不给子女添麻烦,减轻子女的负担,常
常不愿意沟通自己的想法或烦恼,自己消化情绪或不

在意自身感情需要。心理咨询可以改善老年人自我忽

视情况,通过认知重塑、动机性访谈和心理社会教育等

方式,鼓励和指导老年人进行自我护理行为,让老年人

在面对衰老的过渡时关注个人幸福的意义,从而实现

对老年人的整体照护[22]。
3.2 居家老年人自我忽视的影响因素分析 日常生

活能力是居家老年人自我忽视的主要影响因素(P<
0.05),即居家老年人日常生活能力越差,自我忽视得

分越高,与相关研究[14,23-24]一致。Dong等[25]分析美

国芝加哥健康与老龄化项目的研究数据发现,较低的

身体功能水平会导致较高的自我忽视程度。本研究

14.91%老年人存在日常生活自理能力障碍,生活自

理能力障碍的老年人行动不便,无法满足自身生活需

要。当老年人解决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能力与环

境的需求和支持不平衡时,可能面临自我忽视[26]。
罗艳等[27]研究显示,家庭关怀与自我忽视呈负相关,
与本研究结果一致。Lee等[28]研究显示,当老年人缺

乏家庭支持,更容易存在自我忽视行为。本研究有

21.33%老年人家庭功能严重障碍,而良好的家庭关

怀有利于维持老年人的身心健康,老年人在家庭中感

受到来自家人越多的关怀,其对待生活更为阳光乐

观,能以更积极的姿态生活,产生积极的作用[29]。家

人是老年人主要的社会交往对象,在一些极端情况

下,家庭冲突可能导致老年人完全与家庭成员隔绝,
使其容易受到社会孤立,因此良好的家庭功能和家庭

关系十分重要。疼痛程度越高会在一定程度影响居

家老年人自我忽视。李杰[14]研究显示,疼痛是医疗

自我忽 视 和 情 感 自 我 忽 视 的 危 险 因 素。Marissa
等[30]研究显示,存在自我忽视的老年人可能有疼痛

相关的需求,疼痛的存在会扰乱大脑情绪管理能力,
增加经历抑郁症状的可能性。疼痛程度越严重,老年

人需要承受的不适越多,如果疼痛长时间无法解除,
不受控制的疼痛会导致个体缺乏动力,老年人也越来

越习惯疼痛的存在,很容易忽视疼痛问题。月收入是

居家老年人自我忽视的影响因素(P<0.05),与杨

琨[31]调查一致。收入越高的老年人支付个人医疗费

用和生活费用的能力越强,更关注个人健康和生活质

量,能较好地满足医疗和生活上的需要,同时更愿意

参与社会活动满足社会存在感,从而保障生活质量和

身心健康。子女探望频率也是主要影响因素之一。
与王航赛[1]研究一致。子女经常探望老年人可以建

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增进老年人与子辈孙辈的联系,
同时还可以通过与子女的沟通了解到外面的社会变

化。子女也可通过与年长的父母沟通了解父母生活

中的困难,及时提供所需的帮助。子女探望的频率越

高,可使老人感受到被关注和照顾,情感的交流也会

·29· Journal
 

of
 

Nursing
 

Science Jul.
 

2022 Vol.37 No.13



越多,缓解老年人的孤独感,不良情绪得到释放,可以

有效降低心理问题发生的风险。
4 小结

本研究显示,武汉市居家老年人容易发生自我忽

视,尤其是社会交往自我忽视。对低收入、日常生活

能力障碍、有身体慢性疼痛、低家庭关怀度、独居或空

巢的老年人群,要格外重点关注。本研究对象仅来自

武汉市,调查对象有限,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研究

结果,未来可扩大样本量继续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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