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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探讨中国城市老年人的抑郁症状检出率随年代变化的趋势。方法 采用“横断历史研究”元分析方法，选取发表于 2000 年

至 2011 年间 20 篇采用流调用抑郁中心量表( CES-D) 做调查工具的研究报告，分析了 21 363 名城市老年人在该量表上抑郁症状检出率随年代变化

的趋势。结果 城市老年人抑郁症状检出率与年代相关显著( r = 0. 58，P ＜ 0. 001) ，1998 ～ 2008 年间抑郁症状检出率增加了 21% ，说明 11 年间中国

城市老年人的抑郁情绪问题在缓慢增加; 城市老年人的抑郁情绪检出率与经济状况、生活质量、社会保障三方面的 10 项社会指标相关显著。结论

1998 ～ 2008 年间，城市老年人抑郁问题日渐严重，社会文化经济的不断发展并没有改善老年人的抑郁情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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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不仅指生理功能正常，还包括正常的心理过程和健康

的个性。心理健康是保证老年人生活质量的精神支柱。老年

人退休后，由于身体状况、经济关系和社会角色的改变，易导致

心理失衡
〔1〕。抑郁是老年人常见的心理问题，也是反映老年人

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
〔2〕。老年痴呆、抑郁和焦虑是最常见

的影响长期护理的老年人精神疾病
〔3〕。已有研究表明，抑郁在

老年人中有比较高的发生率。西方的相关研究表明，社区老年

人抑郁的发生率在 4% ～ 25%〔4〕，在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中，住

院老年人的抑郁检出率高达 40% 〔5〕。国内也有类似的研究，

结果并不一致，老年人抑郁检出率大体在 15% 以上
〔6〕。有研

究指出，随着社会的进步和老年人口比例的增大，老年抑郁症

患者越来越多，且有逐年增加的趋势
〔7，8〕。但很少有研究表明

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使得城乡社区的老年人的

经济状况恶化
〔9〕。13. 17%居住在北京城区的老年人有明确的

抑郁症状，标化抑郁症状发生率 12. 19%〔10〕。我国老年人抽样

调查发现，城市老年人的抑郁症状检出率高达 39. 86%〔11〕。
老年人抑郁检出率是否呈逐年增长趋势? 通常较有效的

方法是通过元分析来处理。元分析由 Glass( 1976) 正式提出，

它以综合已有的研究发现为目的，对众多单个研究结果进行综

合的统计学分析。元分析能在无需获得原始数据的条件下对

众多研究 进 行 总 结 性 统 计，整 合 以 往 的 研 究 而 得 出 一 般 结

论
〔12，13〕。但是，一般的元分析研究中经常不能有效处理“年代

效应”问题，因此无法得出时代变迁、社会发展对个体心理产生

的影响，而横断历史的元分析方法正好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横断历史的元分析简称“横断历史研究”，是由 Twenge

( 1997) 提出的一种特殊的元分析技术。它采用横断研究“设

计”对大跨度时间、时代有关的差异或变异进行元分析，将孤立

的研究按照时间顺序加以连贯，从而使得已有研究成为关于历

史发展的横断取样。该方法能描述个体的心理量随年代变化

的趋势，同时将相应的心理量和社会指标联系起来，探讨出生

组效应背后的社会变迁因素。

流调中心抑郁量表( CES-D) 目前在国际上广泛应用于对

普通人群或老年人进行抑郁症状的筛查，是一个可靠而有效的

自评式抑郁症状测量工具
〔14〕。CES-D 用于研究抑郁症状的相

关因素以及发展规律
〔15〕，共有 20 个项目，代表了抑郁症状的

主要方面。被试说明最近 1 w 之内出现的情绪低落、无价值

感、绝望、食欲下降、注意力差、睡眠困扰等抑郁症状。总分范

围为 0 ～ 60 分，一般取 16 分为划界分，CES-D 总分 ＜ 16 者为无

抑郁症状，16 ～ 19 分者为可能有抑郁症状，19 分以上为肯定有

抑郁症状。

横断历史研究是一种修正的元分析技术，它与一般元分析

不同，不计算效果量( d) ，而是考察均值( M) ; 由于使用了相同

的量表，可以直接比较不同年代测得的均值，并直接求均值与

数据收集年代之间的相关。通常采用抑郁症状检出率这个指

标来说明某个群体的抑郁状况，所以本研究把抑郁症状检出率

作为因变量
〔16〕。横断历史研究需要对数据收集年代进行编

码，如文献中未给出，则以出版年减去 2 代替。为了控制出版

偏差等影响，还需要对地区和文献分类进行编码。

对于老年人抑郁情绪的影响因素，许多实证研究从老年人

的个人情况，如身体状况、年龄、家庭、社会支持等方面来分析，

这也是大多数文献在探讨老年人抑郁的影响因素时的思路。
对于社会环境变化对老年人抑郁情绪的影响探讨较少，也缺乏

有力的数据说明，主要原因可能是这方面的数据难以量化。横

断历史研究为分析社会发展对个体心理变量影响提供了方法，

即选择与特定的心理量关系密切的社会指标，与心理量进行直

接的相关分析。综合有关文献，当前可能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

的社会因素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 1) 经济状况，如人均 GDP，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改革开放后，我国由计划经济向

市场经济的转变，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现代化是一个社会变

迁的过 程，它 会 伴 随 着 价 值 观、人 际 关 系 等 心 理 状 态 的 变

化
〔17 ～ 20〕。研究表明，经济压力是抑郁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经

济条件差的老年人更容易发生抑郁
〔19 ～ 21〕。( 2) 生活质量，包括

城市人均建筑居住面积
〔22，23〕，恩格尔系数等。众多研究揭示，

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体现其生活适应能力，是与其生活质量

优劣显著相关的重要因素
〔23，24〕。( 3) 社会保障，包括城镇基本

养老、医疗保险、老年人口抚养比、人均卫生费用等。我国正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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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经济转轨与社会结构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由于社会保障体

系还很不完善，城市中的部分老年人由于种种原因可能处于社

会底层。研究表明，无社会保障的老年人抑郁症状检出率显著

高于有社会保障的老年人
〔20，25 ～ 28〕。

综上，本研究拟对城市老年人的抑郁问题( 以 CES-D 量表

抑郁症状检出率来定义) 的历年变化特点进行横断历史研究，

了解已进入快速老龄化的国家中作为重要群体的老年人的抑

郁状态，并分析上述社会变迁因素对城市老年人抑郁症状检出

率的影响。

1 研究方法

1. 1 文献搜集 在中国期刊网( CNKI) 、维普、万方的中文全

文数据库，优秀硕士、博士毕业论文库中分别将“老年人”“老

年”“老人”与“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等组成并列的题

名、关键词和中文摘要的主题词搜索 1980 ～ 2011 年的文献。

1. 2 收录标准 文献收录采用如下标准: ( 1 ) 研究皆使用

CES-D 量表( 20 题版本) ; ( 2) 被试为中国大陆一般城市老年居

民; ( 3) 研究报告了老年被试的抑郁症状检出率; ( 4) CES-D 抑

郁症状检出率的划界分为 16 分; ( 5 ) 发表时间在 1980 ～ 2011
年; ( 6) 相同作者或同一批数据重复发表，只取一篇。排除具有

以下特征的文献: ( 1) 按照特殊标准选择的被试( 如抑郁症、某
种躯体疾病、精神分裂症、老年痴呆患者或百岁老人) ; ( 2) 抑郁

症状检出率划界分不明确; ( 3) 所用 CES-D 的版本或题目数量

不同; ( 4) 未提供抑郁症状检出率。据此，最后收录 1996 ～ 2011
年 16 年间 23 篇文献。考虑到 1996、1998 年发表文献 ( 各一

篇) 的数据搜集年代 ( 1988、1994 年) 与 1999 年之后的发表文

献的数据搜集年代 ( 1997 年以后) 不连贯，去掉这 2 年文献。
由于 1999 年只有一篇文献，而且被试量少于 100 ( 60) ，缺乏代

表性，剔除。文献中涉及城乡数据的只选取城市被试数据。最

终处理 2000 ～ 2011 之 间 12 年 20 篇 文 献，数 据 收 集 年 代 为

1998 ～ 2008 年。

表 1 横断历史研究变量编码赋值表

变量名称 编码 文献数量( n)

期刊类型 1 = 核心期刊 2

2 = 一般期刊 18

地区 1 = 东部 11

2 = 中部 2

3 = 西部 6

4 = 全国 1

1. 3 数据采集 根据元分析的一般步骤
〔29〕，并结合横断历史

研究的特点，本研究的文献编码及结果见表 1。有关时代变迁

的因素，从经济状况( 包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城镇居民消费价

格指数、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生活质量( 包括恩格

尔系数、城镇人均住宅建筑面积、死亡率) 、社会保障( 老年抚养

比，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年末参保人数、城镇基本养老保险

退休人员参保人数、人均卫生总费用) 三个方面筛选了 10 个社

会指标。尽量保证指标在 1998 ～ 2008 年间每年都有数据。数

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 2010》。

2 结 果

2. 1 老年人抑郁检出率随年代的变化 老年人抑郁检出率与

年代呈正相关( r = 0. 59，P = 0. 006) ，在控制了样本量之后仍然

如此( r = 0. 58，P = 0. 009) 。这表明，1998 ～ 2008 年间城市老年

人的抑郁症状检出率逐年增加。根据每个研究的样本量计算

每一年的加权检出率之后，可以更好地说明抑郁检出率随年代

的变化趋势。11 年间，老年人抑郁检出率虽有所波动，但整体

上呈缓慢的线性增长趋势。年代与抑郁症状检出率的散点图

也表明二者大致呈线性增长模式( 曲线估计的统计结果也支持

这一点，即线性拟合最好) 。见图 1。

图 1 城市老年人抑郁症状检出率随年代变化趋势

与普通元分析一样，横断历史研究结果受到文献出版年代

和来源( 期刊类型、地区) 的影响
〔30，31〕。为此，以抑郁症状检出

率为因变量，以收据搜集年代、期刊类型、地区 3 个因素为自变

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纳入期刊类型、地区自变量

后，以抑郁症状检出率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中年代效应依然显

著，即老年人抑郁症状检出率与年代之间的关系不受文献来

源、地区的明显影响。
城市老年人抑郁症状检出率随年代的增长而提高的量，需

要利用回归方程统计
〔31〕。回归方程为 y = 0. 021x － 41. 26，年

代对于抑郁症状检出率的解释量 R2 = 0. 35。利用回归方程计

算起始和终止年抑郁症状检出率的变化，结果表明，11 年抑郁

症状检出率的增加量为 21%，即城市老年人的抑郁情绪问题

增多。

2. 2 城市老年人的抑郁症状检 出 率 与 社 会 指 标 的 相 关

1998 ～ 2008 年间老年人的抑郁症状检出率呈上升趋势，原因何

在? 社会变迁对对此有何影响? 抑郁症状检出率与各项社会

指标之间的相关或许可以说明这一问题。表 2 表明，除了城镇

居民人均建筑住宅面积及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外，城市老

年人抑郁症状检出率与当年各类社会指标都显著相关。
为了更详细地说明心理量与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即

社会文化环境对人的心理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可以采用滞后分

析的思路
〔31〕。本研究将抑郁症状检出率与 5 年前社会指标进

行了匹配，然后求相关，即将 1998 ～ 2008 年的抑郁症状检出率

分别与 1993 ～ 2003 年的社会指标求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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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 可知，5 年前的社会指标与当年的抑郁检出率之间

大多存在相关。这说明，5 年前的社会指标是影响老年人抑郁

症状检出率的重要因素。综合表 2、表 3 的结果可知，11 年来

中国社会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与老年人抑郁症状检出率的增加

显著相关。抑郁症状检出率只与当年的死亡率和城镇居民消

费价格指数相关显著。

表 2 抑郁检出率与当年社会指标的相关性

类别 社会指标 抑郁检出率

经济状况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0. 8451)

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0. 8311)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0. 8331)

生活质量 死亡率 0. 8661)

城镇居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积 0. 466

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 0. 417

社会保障 老年抚养比 0. 7841)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年末参保人数 0. 7711)

城镇基本养老保险退休人员参保人数 0. 7721)

人均卫生总费用 0. 8301)

1) P ＜ 0. 01

表 3 抑郁症状检出率与 5 年前的社会指标之间的相关性

类别 社会指标 抑郁检出率

经济状况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0. 7602)

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0. 382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0. 7692)

生活质量 死亡率 0. 584

城镇人均住宅建筑面积 0. 8022)

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 0. 6911)

社会保障 老年抚养比 0. 7361)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年末参保人数 0. 8862)

城镇基本养老保险退休人员参保人数 0. 7592)

人均卫生总费用 0. 7782)

1) P ＜ 0. 05，2) P ＜ 0. 01

3 讨 论

3. 1 11 年来城市老年人抑郁症状检出率缓慢增加 抑郁是

一种心境异常低落、不愉快的负性情绪状态。长期处于抑郁状

态，会导致心理障碍。在老龄化加剧所带来的医疗负面影响

中，抑郁是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
〔33〕。老年人出现的抑郁症状

可与慢性疾病、住院率、痴呆、死亡等互为因果，加重恶化
〔34，35〕，

说明老年抑郁问题的严重性。本研究发现 1998 ～ 2008 年以来

城市 老 年 人 抑 郁 比 率 逐 渐 上 升，CES-D 抑 郁 检 出 率 增 长 了

21%，而且这一结果基本不受文献来源及地区的影响。

3. 2 城市老年人抑郁加重的社会原因 传统的老年人抑郁问

题研究一般沿着个体研究的道路，很少将个体研究和社会变迁

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横断历史研究将社会变迁的宏观层面与

心理发展的微观层面结合起来，不仅解决了年代效应问题，它

还假定社会环境变迁能部分解释个体心理变化量，社会统计指

标可以作为社会文化环境的体现
〔36〕。通过分析有代表性的社

会指标与老年人抑郁情绪检出率的相关可以从侧面了解社会

经济环境对老年人抑郁情绪的影响。本研究证实，在生活水平

提高、城市化进程加快、社会保障普及的同时，却有越来越多的

老年人出现了抑郁症状。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国外有研究指出，生物因素在预

测老年人的抑郁情绪方面有重要作用
〔37〕。随着年龄的增加，

老年人抑郁的潜在风险因素也会改变
〔38〕。老年人的身体健康

状况随增龄不断下降，进而导致抑郁情绪。我国的国民体质检

测公报显示，根据体重指数 ( BMI) 各等级划分标准进行的筛

查，2010 年，老年人的超重率 39. 8%，比 2005 年增长 4. 2% ; 老

年人的肥胖率是 13. 0%，比 2005 年增长 1. 7%。自 2000 年以

来，老年人的体重增长幅度大于身高，呈现出超重与肥胖率持

续增长
〔39〕。而高血压等疾病的患病率随人群 BMI 增加而显著

增加
〔40〕，而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好坏是影响抑郁水平的重要

因素。
其次，在当前的经济快速发展的局势下，如何适应退休以

后的生活，顺利转变社会角色，成为老年人面临的重要问题。
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部分老年人心理适应不良，产生被

社会抛弃的想法，严重的可能引发抑郁情绪
〔41〕。有研究指出，

生活满意感和社会支持感是预测老年人抑郁情绪产生的直接

诱因
〔42〕。社交网络在老年人情绪调节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37〕。退休后社交网络的减少以及社会角色的转变以及应对风

格都可能会影响到老年人的情绪问题
〔43，44〕。代际支持有益于

老年人的精神健康
〔45〕。随着城市空巢家庭日渐增多，老年人

可获得的代际支持减少，与之伴随的还有其他社会支持也在减

少，从而导致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较低，引发抑郁情绪。即使我

国社会现代化的不断发展，也未能使老年人的抑郁情绪问题有

所缓解。

3. 3 研究局限 虽然以 CES-D 作为调查工具的研究也较多，

但是，由于老年抑郁问题的研究在中国起步较晚，文献数量较

少，探讨农村老年人抑郁问题的文献更少，因此本研究没有将

农村老年人纳入分析，这可能不能探索到中国老年抑郁问题的

全貌。很多文献没有给出被试的社会人口学指标，因此也不能

再做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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