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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国外老年移民心理健康研究现状和热点,为流动老年人心理健康研究提供参考。方法
 

系统检索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收录的2011~2020年有关移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研究,通过双人筛查的方式得到与心理健康研究相关的文章,结合文献

进行分析。结果
 

获得国外老年移民心理健康相关文章254篇,美国和韩国的发文量最高,分别为147篇和25篇。研究热点主要

集中在文化适应对老年移民抑郁、焦虑状态的影响,老年移民社会支持与压力应对的关系,老年移民孤独感和社会隔离感对生活

质量的影响,老年移民主观幸福感和自评健康状况4个方面。结论
 

老年移民心理健康研究虽处于起步阶段,但已受到国际层面

的重视,应开展混合型研究、加大对流动老年人日常活动及社交网络的关注,同时着力开发适合流动老年人的心理状态测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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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7》报道,2016年
我国 流 动 人 口 规 模 达 2.45 亿 人,占 总 人 口 的

17.72%;2015年,流动老年人已占流动人口总量的

7.2%[1]。流动老年人由于生活环境的改变,以及身
体机能下降,面临社会融合等问题,出现孤独、抑郁等
不良心理问题,严重影响心理健康[2-4]。在老龄化大
背景下,关注老年流动人口心理健康、加强老年人归
属感,让流动老年人真正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至
关重要。人口迁移一般指的是人口在两个地区之间
的空间移动,这种移动通常涉及人口居住地由迁出地
至迁入地的永久性或长期性的改变。人口流动是人
口在短期离开后又返回原居住地的现象,未改变定居
地的人口移动。从两者的概念上可以看出,移民和流
动人口都存在不同地区之间的移动,只是存在时间长
短的问题。两者之间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和心理问题
都大致相同。由于国外多无“流动人口”这一说法,多
用移民表示;老年移民同时具有“老年”和“流动人口”
两个属性。相对于国内老年流动人口而言,国外移民
存在一些特殊性,例如存在种族和语言的不同。而我
国地大物博,不同地域之间风俗文化、方言习惯都有
不同,与国外移民存在文化适应、孤独和社会隔离等
共性问题。另外,目前国内许多研究对流动老年人也
称作移居老年人,或将流动老年人直接称为老年移
民,将许多移民的理论应用在老年流动人口上,也发
现了很多共性的特点[4]。因此,对国外老年移民心理
健康相关文献的研究梳理更有利于我们借鉴国外研
究的经验,能一定程度上对国内老年流动人口相关研
究起到借鉴作用。为此,本文以 Web

 

of
 

Science核心
合集收录的老年移民心理健康的论文为研究对象,进

行了文献计量分析,以期全面了解该领域国外研究现
状与热点,为国内流动老年人心理状态研究提供参
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以 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
为数据检索平台,以[(TS=old

 

adult
 

OR
 

TS=late-
life

 

OR
 

TS=elder
 

OR
 

TS=senior)AND(TS=mi-
grant

 

OR
 

TS=immigrant)]为检索式,时间限制为

2011年1月1日至2020年3月15日,限定发表语种
为英文,共检索出文献4

 

398篇。纳入标准:主题为
老年移民和心理健康的所有研究性文献,如期刊论
文、会议论文、会议摘要、短期调查、综述等。排除标
准:书评、书本章节、编辑材料、消息、资讯、评论、注
释、勘误、信函,以及国内有关文献。为保证文献评估
质量,由2名研究者同时独立查阅获取文献,排除明
显不符合主题的文献,对模棱两可文献通过讨论后进
行取舍,最终获得符合标准的文献共254篇。
1.2 研究方法 应用Olle

 

Persson研发的Bibexcel
软件进行分析。利用该软件快速提取某个领域的重
要作者、发文期刊和研究机构等功能[5],利用Pajek
软件生成关键词网络、作者合作网络、机构合作网络
以及引文网络可视化图[6],对所获得的254篇文献进
行文献计量分析。
2 结果

2.1 发文数量的时间变化趋势 经分析发现,老年
移民心理健康研究年发文量在2011~2013年呈现逐
年递增的趋势,分别为7篇、13篇、26篇;2014年呈
小幅度减少,为17篇;2015年最多,为39篇,随后呈
现出递减趋势,但也始终维持在20篇以上:2016年

32篇,2017年27篇,2018年22篇,2019年55篇,由
于文献纳入时间为2020年3月,因此,2020年的统计
尚不完全,为16篇。
2.2 发文来源国家及期刊分析 发文量最多的为美
国,共计147篇;其次是韩国,发表25篇;加拿大和荷
兰排名第三和第四,各发表24、23篇。共有118种期
刊发表了老年移民心理健康相关的文章,发文量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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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的期刊见表1。
表1 来源期刊

序号 期刊 发文量

1 Gerontologist 28
2 Aging

 

&
 

Mental
 

Health 13
3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Gerontology 9
4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Geriatrics
 

Society 7
5 Journal

 

of
 

Immigrant
 

and
 

Minority
 

Health 7
6 Ageing

 

&
 

Society 7
7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psychologi-
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5

8 Journal
 

of
 

Gerontological
 

Social
 

Work 5
9 Educational

 

Gerontology 5

2.3 第一作者发文量及 H指数分析 第一作者发

文、作者H指数,总发文量、总被引次数、篇均被引次

数统计,见表2。
表2 作者 H指数

H指数 作者
篇均引

用次数
总引用次数 总发文量

7 Chiriboga等[7] 8.5 119 14
7 Roh等[8] 11.4 91 8
5 Jang等[9] 6.9 62 9
5 Park等[10] 10.6 85 10
4 Lee等[11] 6.0 30 5
4 Kim等[12] 5.7 40 7

2.4 老年移民心理健康研究热点分析 ①高频关键

词:对关键词进行清洗,同义词、单复数进行合并。统

计关键词的出现频次,截取出现次数大于4次的关键

词,由高到低排序以呈现研究热点,见表3。②关键

词演变见表4。
表3 高频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1 Old
 

immigrants 54
2 Depression 44
3 Aging 30
4 Acculturation 16
5 Loneliness 15
6 Mental

 

health 14
7 Social

 

support 10
8 Anxiety 8
9 Culture 8
10 Quality

 

of
 

life 7
11 Subjective

 

well-being 6
12 Health 6
13 Ethnicity 5
14 Coping 4
15 Social

 

capital 4
16 Spirituality 4
17 Social

 

isolation 4
18 Stressors 4
19 Life

 

satisfaction 4

3 讨论

3.1 研究现状 国外老年移民心理健康研究从

2011年起呈现逐年上升趋势,直到2016发文量趋于

稳定。尽管发文量明显增加,但年均发文量仍为20
余篇,相比其他领域的研究,发文量保持较低水平,说
明老年移民心理健康相关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
《Gerontologist》和《Aging

 

&
 

Mental
 

Health》是刊载
老年移民心理健康研究论文最多的杂志,这对国内研
究老年流动人口心理健康领域的学者在学术参考方
面具有借鉴意义。发文量最多的两个国家为美国和
韩国,其次为加拿大和荷兰、德国、澳大利亚和英国。
美国的发文量远远高于其他国家,说明美国为这一研
究领域的研究主力。来自佛罗里达大学的Chiriboga
和来自南达科他州立大学的 Roh具有最高的影响
力,说明该两位作者是老年移民心理健康研究领域的
专家。

表4 关键词演变

年份 关键词 频次

2011 Depressive
 

symptoms 2
2012 Depressive

 

symptoms 2
2013 Depression 5
2014 Stressors 4
2015 Acculturation 5
2015 Depression 5
2016 Depression 5
2017 Loneliness 5
2018 Subjective

 

well-being 4
2019 Social

 

support 6
2020 Social

 

support 5
 

3.2 研究热点
 

通过高频关键词和高频关键词聚类均可以得出
该领域研究热点。通过前期数据结合专业知识得出,
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主要分为以下4个方面。

 

3.2.1 文化适应对老年移民抑郁、焦虑状态的影响

 目前文化适应对抑郁、焦虑状态的影响是研究热点
之一。老年移民由于居住环境、邻里关系的突然改
变,存在着语言障碍、孤独和社会隔离等问题[13]。众
多研究表明,文化适应性压力是抑郁和焦虑的常见预
测因素,文化适应水平在文化适应压力和感知社会支
持与焦虑、抑郁之间的联系中起着中介作用[14-15]。
Gierveld等[16]发现,具有相同母语和文化背景的移民
抑郁状态和孤独感远远低于语言和文化背景不同的
移民。多项社区干预计划已经证实,训练心理韧性,
参与有意义的活动以及促进当地文化理解可以加速
文化适应过程,缓解焦虑、抑郁水平,并且提高移民老
年人的生活质量[17-18]。文化适应是一个长期、连续的
过程,促进老年移民文化适应进程,具备评估抑郁、焦
虑症状的敏感性和能力尤为重要。
3.2.2 老年移民社会支持与压力应对的关系 老年
移民面临比年轻移民更高水平的社会经济压力和心
理生理问题,积极的社会参与和良好的社会支持能够
提高老年人的压力应对水平[19-20]。Lee等[21]对居住
在纽约市的200名年长的韩裔美国人调查发现,社交
网络对于应对生活压力和维持心理健康十分重要。
多项研究表明,家庭成员的陪伴和支持缓和了紧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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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事件所带来的不良心理刺激[22-23]。另外,研究结
果表明,休闲活动通过为老年移民创造一种情感和社
会支持系统,从而可以发挥帮助他们体验心理和社会
效益的作用[24]。
3.2.3 老年移民孤独感、社会隔离感对生活质量的
影响 老年移民的孤独感和社会隔离对生活质量的
影响也具有较高的研究热度。老年移民普遍感受到
孤独[25],调查显示,受疾病和孤独感的影响,老年移
民与健康相关的生活质量水平较低[26]。孤独是老年
人身体和认知健康状况不佳、严重疾病和死亡的风险
因素[27-28]。家庭层面应加强对老年移民的关心,给予
老年人更多的家庭温暖和心理慰藉。此外,可以从社
区方面着手,扩展老年人社交网络,减轻老年移民孤
独感、提高生活质量。
3.2.4 老年移民主观幸福感和自评健康状况 主观
幸福感和自评健康状况是老年人对自身的心理和机
体状况的感受和评估。老年移民存在特定的风险因
素:语言障碍、健康暴露风险、心理社会脆弱性和不利
的社会经济地位[29]。自评心理健康状态在抑郁症预
测方面有独特价值[30]。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年移民
自我评价的健康和功能状态比当地同龄人更差[31]。
Yoon等[32]对韩国移民到美国的老年人调查发现,社
会人际关系和环境邻里因素对预测研究对象自测心
理健康有积极作用。应该重视移民老年人自评健康
状况,动态关注心理状况。因此,从关键词演变情况
来看,总体来说对抑郁的关注程度较高,2015年文化
适应引发了学者们高度关注,2017年对孤独的关注
度较高,2018年主观幸福感成为高频关键词,2019、
2020年社会支持引发了大家的关注。
4 对国内流动老年人心理健康研究的启示

目前,国内关于流动老年人心理健康方面的研究
较少,仍处于起步阶段。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心理现
况调查及相关因素分析,包括抑郁、疏离感现状调查;
生活质量及相关因素调查;医疗卫生服务利用状况分
析等。基于国外研究现状,本文对国内流动老年人心
理健康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4.1 关注流动老年人的文化适应现状 目前国内研
究探讨老年人文化适应程度的研究较少,只有少部分
文献在探讨社会适应时提到了文化接纳,可实际上基
于心理、社会文化适应理论和扎根理论,探索文化适
应与心理健康之间的深层次内涵十分重要。对于老
年人来说,地域流动改变了惯常的生活空间,面对新
的社会文化场景,需要经历再社会化过程,会面临更
大的生活、文化方面的调试困境。文化适应表现为认
可和接纳流入地的观念风俗以及价值取向,百里不同
风,千里不同俗,不同的地域造就了差异化的生活样
式和价值观念。相对于年轻人口而言,老年流动人口
与本地人的差别尤为凸显[33]。中国不同地域的语
言、饮食以及社交文化都有着千差万别,加上老年人
土生土长、落叶归根的扎根情结,流动老年人多有一
定程度的文化不适应。应重视心理社会和文化因素
在移民老年人文化适应状态和心理状态之间的中介

作用。研究时可关注老年人不同区域、不同迁徙时长
下以及性别差异带来的文化适应差别。
4.2 持续提高流动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主观幸福
感是评价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老
年人对自身生活状态的满意程度评价。主观幸福感
与健康状态、经济水平、家庭关系等因素相关[34],国
内流动老年人多存在社交封闭、社交网络不发达等状
况,社会支持程度低。流动老年人主要的社会支持主
体是政府、社区和家庭。研究可以从这三方面入手,
探讨有效的社会支持手段来提升流动老年人的主观
幸福感。政府应加强流动老年人医疗服务使用保障,
保障医疗服务公平性;社区应多关注流动老年人需
求,通过成立老乡会等同伴互助组织来帮助流动老年
人提供幸福感;家庭方面建立和谐的代际关系也有重
要意义[35]。
4.3 减轻流动老年人焦虑、抑郁状态 目前国内研
究对于流动老年人焦虑、抑郁状态的研究还停留在现
状调查层面。以后可以采取潜在类别分析,对各类社
区环境和家庭环境进行分类,以更好地了解流动老年
人的生活现状并进行分析。另外,应关注老年人本身
的心理、性格特征和压力应变能力对于老年人焦虑、
抑郁状态的影响。另外,流动老年人由于身体状况,
可能面临不同程度的功能限制及认知障碍,这也会影
响老年人的社会、家庭角色,造成焦虑、抑郁的心理状
态。对于这类流动老年人,需要关注是否存在照护者
疏忽、财务剥夺等其他因素。
4.4 采用多种研究设计及统计学方法 流动老年人
的心理状态是一个复杂的多学科问题,研究方法对于
结果的呈现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通过单一的方法
很难揭示流动老年人的心理状态,常常需要采用量性
和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应扩充质性研究方法或
采用横断面调查辅以质性访谈的混合研究方式。此
外,还应积极研发适合我国流动老年人的测评工具,
或将国外相关工具进行本土化,如老年焦虑量表、老
年抑郁量表、多维文化应激量表等的测评。在明确了
相关机制后,进行相应对策探讨,进行有效干预研究。
5 小结

随着社会流动性不断增加,老年人会随子女流动
到他们所生活的城市,以实现就近照顾,老年人的地
区流动已经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由于我
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流动老年人迁入新的环境后,面
临各种各样的问题,尤其是心理状态方面面临很大的
波动和挑战。本文对 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收录
的移民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相关论文进行了分析,
运用Bibexcel文献计量软件和Pajek出图软件对该
领域研究现状和研究热点进行了梳理和总结,以便为
国内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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