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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老年人自我完整性概念及发展、评估工具、影响因素及提升老年人自我完整性干预措施进行综述,指出目前研究存在的问

题及未来的研究方向,旨在为国内开展相关研究及护理实践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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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的进步使老年人在应对生理问题方面得到

了帮助,但老年人的心理问题仍尤为突出[1]。研究发

现,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焦虑及抑郁的发生率

分别为12.2%、22.3%[2],老年人的心理问题亟需关

注。自我完整性(ego-integrity)又译为自我完善、自
我整合,是与健康自我发展相关的心理学概念。美国

发展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Erikson[3]认为,老年

人在60岁左右进入了自我完整性的调整阶段,此阶

段若能成功解决危机将产生丰满、整体的人生观,反
之,调整失败将产生抑郁和绝望。自我完整性在指导

老年人的晚年心理健康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可以帮助

老年人保持积极情绪,应对消极情绪,对老年人的生

活质量、衰老轨迹、死亡质量有积极的影响[4-13]。本

文就老年人自我完整性的概念及发展、评估工具、影
响自我完整性的主要因素和提升老年人自我完整性

的措施等进行综述,为国内开展相关研究及护理干预

提供参考。

1 自我完整性的概念及发展

Erikson[3]提出了心理社会发展八阶段理论,涵
盖婴儿到老年整个生命周期,每个阶段都与特定的发

展任务和心理冲突相关联。这些阶段的任务和冲突

的解决对于个体的自我完整性至关重要。自我完整

性是指个体通过解决发展阶段中的心理冲突和任务,
使其能够接受过去的经历,包括艰难时光、失败和成

功,而不感到怨恨的状态[14]。自我完整性是成年后

期的一项发展任务,也是这个阶段的一种应对和适应

的过程或风格[15]。Chang等[16]认为,老年人通过成

功适应人生周期发展阶段任务后,在社会心理上具备

成熟的人格,形成自我完整性,而且还对周围的条件

心存感激,与周围人和谐相处。因此,自我完整性不

仅是个人内部的整合,也是个人与他人及周围环境间

的高度整合。Westerhof等[17]认为自我完整性的人

的特征不是持续的自我完整状态,他们经历了自我完

整和绝望。结合既往学者对于自我完整性的理解,本
研究认为可以从“三个核心要素”对自我完整性进行

阐述,即接受个人的生平、接纳失去、适应性行为。同

时,在衡量老年人自我完整性时,不仅要关注其有没

有达到高度整合的状态,也应考虑为了达到这一状态

而积极调整因疾病等造成的不良情绪的过程。

2 自我完整性的评估工具

2.1 单纯型自我完整性评估量表

2.1.1 自我完整性/绝望量表(Ego-integrity
 

and
 

De-
spair

 

Scale) 由 Van
 

Hiel等[18]于 2009 年 参 考

Domino等[19]开发的心理社会平衡量表编制,用于评

估65岁以上老年人的自我完整性。量表共18个条

目,包括自我完整性和绝望2个维度,采用Likert
 

5
分制,评分从1(完全不同意)到5(完全同意),得分越

高,自我完整性越高。量表总Cronbach's
 

α系数及各

维度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71、0.67、0.74。鉴

于此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不高,Dezutter等[20]2016在

该量表的基础上选用自我完整性负荷最高的4个条

目和绝望负荷最高的5个条目,形成自我完整性/绝

望量表的简化版本(评分方法一样),用于评估社区、
养老院70岁以上老年人的自我完整性,测得Cron-
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3、0.76。故推荐临床护理工

作者可使用简版量表对老年人自我完整性进行评估。
2.1.2 西北自我完整性量表(the

 

Northwestern
 

Ego
 

Integrity
 

Scale,NEIS) 由Janis[21]于2011年编制,
包含15个条目,采用6分制,1~6分分别代表从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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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自我完整性越强,总表

Cronbach's
 

α系数为0.71。Westerhof等[17]将其翻

译成荷兰语,并提取负荷高于0.5的9个条目,用于

50~95岁的中老年人群,自我完整性维度Cronbach'
s

 

α系数为0.74。西班牙学者 Meléndez等[22]将该9
个条目的量表用于65~95岁的老年人群,自我完整

性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2。
 

Kleijn等[23]将

该量表应用于29~86岁的癌症患者,量表总Cron-
bach's

 

α系数及自我完整性维度Cronbach's
 

α系数

分别为0.68、0.72。NEIS被广泛使用,但其信效度

有待提高,尤其在癌症患者中应用需要进一步进行大

样本的验证。
2.1.3 自我完整性量表 由 Nazir[24]于2016年编

制,包括自我分化、身体超越、自我超越3个维度,共
15个条目,采用Likert

 

5分制,各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54~0.70,总表 Cronbach's
 

α系数为
 

0.
 

81。该量表总信度较好,但各维度的信度较低,可
能与该研究纳入样本量较少有关,能否在临床上推广

应用需要进一步验证。但鉴于此量表可以测量出中

老年人自我完整性处于的阶段,便于临床护理工作者

做出精确判断,从而制定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高老

年人的自我完整性。建议未来可开展大样本多中心

的调查研究,对该量表进行信效度检验以确定其有效

性。
2.2 复合型自我完整性评估量表

复合型量表是指评估包含自我完整性阶段在内

的2个或2个以上阶段老年人社会心理状态的量表。
2.2.1 成人自我发展量表(The

 

Adult
 

Ego-Develop-
ment

 

Scale) 由Boylin等[25]于1976年编制,包含3
个子量表,分别评估亲密与孤独、创造与停滞、自我完

整与绝望,其中自我完整性子量表包含自我完整(5
个条目)和绝望(5个条目)2个维度,很少、偶尔、经常

分别 赋 1~3 分,分 数 越 高,自 我 完 整 性 越 高。
Walaskay等[26]将该量表用于40名社区65岁以上的

老年人,证实此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76。该

量表在使用中样本量较小,需扩大样本量及受试对象

范围对该量表进行验证及完善。
2.2.2 发展性人格量表(Developmental

 

Personality
 

Scales) 由Ryff等[15]于1983年编制,测量受试者生

活中自我感知人格变化,共60个条目,其中自我完整

性子量表包含16个条目,采用6分制评分,该子量表

Cronbach's
 

α系数为0.80,在青年人样本中间隔6周

的重测系数为0.85。目前自我完整性子量表已广泛

应用于多个国家[27-29],在不同文化及人群中得到良好

验证,但用于我国香港地区的样本时该子量表Cron-
bach's

 

α系数仅为0.65[27],可能是由于中西方文化

及语言的差异性所致,今后还应进行汉化及语言调

适,并进行信效度检验。
2.2.3 创造性和自我完整性简表(the

 

Brief
 

Measure
 

of
 

Generativity
 

And
 

Ego-Integrity) 由Vuksanovic等[28]编

制的符合姑息治疗环境的简化量表,包括创造性(6个

条目)和自我完整性(5个条目)2个维度,采用Likert
 

5
分制,

 

1~5分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自
我完整性越强,自我完整性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为

0.73。当仅对40岁以上样本的数据进行分析时,该维

度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1,表明自我完整性可能

和年龄相关,这与Van
 

Hiel等[18]的结果一致。相对于

健康老年人,姑息治疗患者更容易由于身体不适、精力

下降等因素,导致注意力持续时间较短无法完成问卷,
改良后的量表测评时间较短,更适合临床护理人员对

姑息患者进行评估。
2.2.4 心理社会平衡量表(Inventory

 

of
 

Psychosocial
 

Balance,IPB) 由Domino等[19]编制,量表共120个

条目,人格发展的8个阶段(即维度)各包含15个条

目,采用Likert
 

5分制,总量表及各维度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0.82、0.64~0.79,4~5周重测信度范围

为0.79~0.90,其中自我完整性维度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79,4~5周重测信度为0.78。由于量表条

目数较多,受试者完成问卷需用时30~45
 

min,影响

测量的有效性,故Chen等[29]精简条目形成了中文版

心理社会平衡量表简表,共40个条目,每个维度包括

5个条目,用于65岁及以上的机构老年人。量表总

Cronbach's
 

α系数及各维度Cronbach's
 

α系数分别

为
 

0.85、0.81~0.89,其中自我完整性维度的Cron-
bach's

 

α系数为0.81。该量表是唯一适用于评估老

年人自我完整性的汉化量表,而且简化后的量表缩短

了作答时间,可以考虑在临床推广应用。

3 自我完整性的影响因素

3.1 人口学特征 老年人人口学特征与其自我完整

性的关系存在不一致性。研究认为自我完整性与年龄

呈正相关,男性比女性的自我完整性高,受教育程度越

高的人自我完整性越高[27]。然而,另一些研究发现,女
性与男性老年人自我完整性水平无相关性,且年龄、教
育水平与老年人自我完整性水平也无关[13]。Ilyas
等[7]研究表明,有宗教信仰的老年人,其自我完整性水

平相对较高。这可能是与该群体拥有较丰富的精神世

界有关,他们能够更好地认识、调节与他人、社会和环

境等的关系,获得愉悦精神心理体验[30]。
3.2 心理因素 老年人的抑郁、死亡恐惧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其自我完整性水平。Bueno-Pacheco等[31]

构建了自我完整性结构方程模型,发现抑郁对自我完

整性有显著的影响。死亡恐惧是个体在面对自己或

亲人死亡时表现出的强烈焦虑反应,其与自我完整性

呈显著负相关[5-6,9]。因此,在临床工作中,护理人员

须及时有效地疏导老年人的抑郁、死亡恐惧,以帮助

其构建积极的情绪反应,提高自我完整性。
3.3 内在人生目标 内在人生目标的实现对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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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完整性有正向影响。Van
 

Hiel等[18]发现,内在

人生目标与老年人的自我完整性呈显著的正相关。
内在人生目标如社区贡献、渴望个人发展和建立有意

义的关系,具有“内向”取向的特征,即关注个人内在

的成长趋势。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全球化的加快,老年

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需求也在迅速改变。
 

护理人

员可以鼓励老年人淡化外在人生目标的追求和实现,
花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在内在人生目标上,以促进其自

我完整性的提升。
3.4 社会支持 老年人获得的社会支持对其自我完

整性有一定的影响[7]。家庭是老年人最主要的社会

支持来源,传统上,老年人可以依靠子女和其他家庭

成员提供经济和情感支持。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结构

的变化,家庭支持可能面临挑战,这有可能导致老年

人生活质量得不到保障,自我完整性降低。因此,护
理人员应该帮助老年人建立社交网络,扩大社会支持

渠道,同时鼓励老年人多参与各种活动,促进老年人

自我完整性的提高。

4 提升自我完整性的干预措施

4.1 尊严疗法 尊严疗法是专门为姑息治疗患者量

身定制的一种干预疗法,其主要目的是通过生活回顾

的过程来增强心理社会、情感和存在的幸福感,并创

建一个持久的生成性文件,通常包含重要或有意义的

记忆、价值观、智慧的话语和对亲人的特殊信息。
Vuksanovic等[32]将70例终末期患者随机纳入尊严

疗法组、生活回顾组及对照组,由受过培训的医护人

员进行为期10
 

d的干预研究,结果显示,尊严疗法组

自我完整性在干预后改善最明显,其次是生活回顾

组,可能是尊严疗法中生成性文件的创造对患者自我

完整性发挥了重要作用。
4.2 生活回顾和记忆特异性训练 Kleijn等[33]以接

受姑息治疗的107例居家或住院癌症患者为研究对

象进行生活回顾和记忆特异性训练联合干预研究,由
受过培训的心理学家在1个月内进行每周4次,每次

1
 

h的访谈,访谈专注于检索不同生命周期的特定和

积极记忆,并通过结构化的生活回顾疗法来提高自传

式记忆特异性,结果显示,干预后患者的自我完整性

得到显著改善。钱卉馨[34]以机构高龄老年人为研究

对象,通过实施5个月的人生回顾进行干预,结果显

示,干预后老年人的自我完整性评分显著提高。这与

Vuksanovic等[32]的研究结果一致。
4.3 “生命之歌”音乐疗法 “生命之歌”是一个新颖

的3个疗程音乐治疗干预方法,它融合了生活回顾疗

法和创造性艺术疗法的元素,与一首具有传记意义的

歌曲相结合。Warth等[35]将104例接受姑息治疗的

患者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干预组给予“生命之

歌”音乐疗法干预,对照组给予放松疗法干预。干预

组第1次治疗中,受过培训的心理学治疗师和患者探

索并确定一首具有传记意义和情感唤起的歌曲,在第

2次治疗中治疗师用摇篮曲风格现场演奏这首歌给

患者听,同时将治疗过程录音。在第3次治疗时,将
包含编辑过的录音CD或驱动器作为可能的遗产交

给患者。整个疗程连续进行3
 

d,每天1次,每次20~
30

 

min。结果表明,“生命之歌”音乐疗法干预后患者

的自我完整性得分显著提高。这表明“生命之歌”音
乐疗法对情绪和心理健康有积极的影响,临床护理工

作者可通过这一新颖音乐疗法来改善终末期患者的

自我完整性。
4.4 缅怀疗法 缅怀疗法也称怀旧疗法,通过对过

去事件、情感及想法的回顾,帮助人们增加幸福感,提
高生活质量及对现有环境的适应能力。国内社会学

学者通过开展小组工作的方式,探讨缅怀往事疗法对

老年人自我完整性的作用,结果显示,缅怀疗法在促

进老年人自我完整性方面有非常明显的作用[36-37]。
目前,养老机构经常开展缓解老年人心理负性情绪的

活动,临床护理人员可参考社会工作者的方式来提高

老年人自我完整性。

5 结论与展望
国外对于老年人自我完整性的研究开始较早且

较为全面,但是尚存在不足。评估工具方面,目前虽

不乏自我完整性的量表,但部分量表的信效度有待提

高,可能与研究中样本量及人群有一定的关系,未来

可开展大样本多中心的研究以明确量表的有效性。
另外,通过量表进行评估的结果可能无法捕捉到个体

在自我完整性上的细微差别,而质性访谈对时间、文
化变化更敏感,灵活性强,能够抓住个人意义和自我

理解。未来亦可通过混合性研究对老年人自我完整

性进行评估。
现有研究中,自我完整性影响因素研究较多,但

人口学特征与自我完整性的关系尚存在不一致性,而
且大多是横断面研究,变量的因果关系缺乏解释性,
未来可通过开展大样本多中心或纵向研究进一步验

证自我完整性与相关因素的因果关系。此外,在提升

老年人自我完整性措施方面的研究较少,未来可参照

现有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上述措施的有效性。
 

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关注老年人自我完整性,
国外自我完整性量表被研究使用或者进行跨文化调

适修订使用,呈现良好发展趋势。但是,中文版自我

完整性量表仅有台湾学者精简汉化的心理社会平衡

量表,虽然两岸文化差异性不大,但若要使用该量表,
建议未来研究者进一步进行信效度检验。另外,鉴于

方法学上推荐选择使用广泛且进行过跨文化检验的

量表,我国学者亦可以选择发展性人格量表的自我完

整性子量表进行汉化,并在今后的研究中对这些量表

进行对比分析。同时,国内学者可以借鉴国外研究经

验深入探究国内老年人自我完整性的影响因子,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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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针对性干预,在现有措施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对老

年人自我完整性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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