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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离退休老干部的心理健康状况，旨在为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

抽取 2016 年 1 月 － 5 月在江苏省钟山干部疗养院疗养的 80 例离退休老干部( 研究组) 以及体检的 42 例个人及企事业单位离

退休人员( 对照组) ，采用症状自评量表( SCL － 90) 评定两组心理健康状况。结果 研究组和对照组心理问题筛查阳性率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31． 25% vs． 38． 10%，χ2 = 0． 58，P = 0． 45) 。研究组 SCL － 90 总评分、总均分、阳性症状均分、躯体化、抑郁、
敌对以及偏执因子评分均低于对照组 ( P ＜ 0． 05 或 0． 01 ) 。女性离退休老干部仅阳性项目均分较男性高 ( P ＜ 0． 05 ) 。
结论 离退休老干部心理健康状况较一般离退休人员好，其主要异常表现在躯体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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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retired veteran cadres

Ma Yaping，Li Qi，Liu Xuan
( Zhongshan Cadre Sanatorium of Jiangsu Province，Nanjing 21001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retired veteran cadres which aimed to find a feasible way to
improve their psychological health level． Methods Using Self － reporting Inventory ( SCL － 90 ) to evaluate and analyze 80 retired
veteran cadres( veteran cadres group) and 42 retired workers who used to work for public institution or enterprise( control group) in
Zhongshan Cadre Sanatorium of Jiangsu Province from January to May in 2016． Ｒesults The screening shown that 31． 25% of veteran
cadres group had positive results while the percentage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38． 10% ( χ2 = 0． 58，P = 0． 45 ) ．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the total score，average score，the average of positive items，the factor scores in somatization，depression，hostility and
paranoid of SCL － 90 were lower in veteran cadres group( P ＜ 0． 05 or 0． 01 ) ．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genders，
except the average of positive items was higher in female retired veteran cadres than in male ( P ＜ 0． 05 ) ． Conclusion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retired veteran cadres whose main problem was somatization was better than general retirees．
【Keywords】 Elderly people; Ｒetired veteran cadres; Mental health; SCL － 90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 2014 年底，我国 65 周

岁及以上人口达约 1． 38 亿，占总人口的 10． 1%。
随着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速，我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

战。老年人随着机体逐年衰老，常患多种慢性疾病，

加之所处社会与家庭环境、人际关系日益变化，极易

产生各种心理问题［1］。近年来对我国老年人心理

健康状况的调查研究呈逐渐增多，且对不同地区、不
同人群的老年人调查结果存在明显的差异［2 － 4］。离

退休老干部作为老年人中较为特殊的群体，拥有更

优的经济及医疗保障，对其展开调查有助于更全面

地了解老年人群心理健康状况。目前已有较多关于

军队离退休老干部身心健康状况的文献报道［5 － 7］，

但针对地方老干部的调查研究仍较少。本调查采用

应用范围较广、有较好信度和效度的症状自评量表

( Symptom Checklist 90，SCL － 90 ) ［8］对在江苏省钟

山干部疗养院疗养的江苏省级单位厅局级离退休老

干部进行调查，以期为有针对性地提高其心理健康

水平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采用整群抽取方法，对 2016 年 1 月 － 5 月在江

苏省钟山干部疗养院疗养的年龄≥75 岁的江苏省

厅局级离退休老干部共 80 例 ( 研究组) 、体检的个

人及企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共 42 例( 对照组) 进行

调查，接受调查者均无精神病史，无明显痴呆，无明

显视听功能障碍以至无法理解问卷及不能配合调查

者。研究组年龄 77 ～ 96 岁，平均 ( 88． 07 ± 3． 92 )

岁，其 中 男 性 39 例 ( 48． 75% ) ，女 性 41 例

( 51． 25% ) 。对 照 组 年 龄 76 ～ 93 岁，平 均

( 84． 83 ± 3． 94) 岁，其中男性 18 例( 42． 86% ) ，女性

24 例( 57． 14% ) 。两组年龄、性别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 P 均 ＞ 0． 05) 。

1． 2 SCL － 90 评定方法

采用 SCL － 90 评 定 两 组 心 理 健 康 状 况［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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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L － 90共 90 个项目，包括躯体化、强迫症状、焦

虑、抑郁、人际关系敏感、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

9 个症状因子和 1 个其他因子，每项症状采用 5 级

评分，1 ～ 5 分依次为该项症状无、轻度、中度、偏重、
严重。SCL － 90 总评分 ＞ 160 分或阳性项目数 ＞ 43
项或任一因子评分 ＞ 2 分，可考虑筛查阳性。由同

一名主治医师向被试一对一发放量表，调查前采用

统一指导用语，说明调查目的及意义，嘱被试者根据

最近一周的感受，独立完成量表填写，一次评定耗时

30 ～ 45 min，资料收集后及时查漏补缺，确认资料

合格。

1． 3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19． 0 进 行 数 据 分 析，计 量 资 料 用

( x— ± s) 表示，定性资料使用百分率 ( % ) 表示，研究

组与对照组之间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筛查

阳性率的比较采用 χ2 检验，检验水准 α = 0． 05。

2 结 果

2． 1 两组心理问题筛查阳性率

80 例离退休老干部中有 25 例( 31． 25% ) 筛查

阳性，其中男性 10 例，占男性的 25． 64%，女性 15
例，占 女 性 的 36． 59%。42 例 对 照 组 中 有 16 例

( 38． 10% ) 筛 查 阳 性，其 中 男 性 6 例，占 男 性 的

33． 33%，女性 10 例，占女性的 41． 67%。两组阳性

筛查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 = 0． 58，P = 0． 45) 。

2． 2 研究组与对照组 SCL － 90 评分比较

研究组 SCL － 90 总评分、总均分、阳性症状均

分、躯体化、抑郁、敌对以及偏执因子评分均低于对

照组( P ＜ 0． 05 或 0． 01 ) ; 强迫、人际关系敏感、焦

虑、恐怖、精神病性以及其他因子评分与对照组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均 ＞ 0． 05) 。见表 1。

表 1 研究组与对照组 SCL － 90 评分比较( x— ± s，分)

组 别
SCL － 90 评分

总评分 总均分 阳性症状均分 躯体化 强迫 人际关系敏感 抑郁

研究组( n = 80) 125． 59 ± 27． 10 1． 40 ± 0． 30 2． 46 ± 0． 43 1． 61 ± 0． 50 1． 61 ± 0． 53 1． 29 ± 0． 33 1． 45 ± 0． 39

对照组( n = 42) 136． 81 ± 26． 86 1． 52 ± 0． 30 2． 79 ± 0． 54 1． 90 ± 0． 47 1． 49 ± 0． 39 1． 41 ± 0． 43 1． 64 ± 0． 41

t － 2． 18 － 2． 18 － 3． 43 － 3． 12 1． 31 － 1． 73 － 2． 46

P 0． 03 0． 03 ＜ 0． 01 ＜ 0． 01 0． 19 0． 09 0． 02

组 别
SCL － 90 评分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其他

研究组( n = 80) 1． 32 ± 0． 33 1． 22 ± 0． 30 1． 34 ± 0． 51 1． 11 ± 0． 22 1． 21 ± 0． 29 1． 58 ± 0． 44

对照组( n = 42) 1． 41 ± 0． 35 1． 36 ± 0． 33 1． 46 ± 0． 51 1． 35 ± 0． 28 1． 24 ± 0． 25 1． 75 ± 0． 45

t － 1． 44 － 2． 38 － 1． 16 － 5． 19 － 0． 61 － 1． 81

P 0． 15 0． 02 0． 25 ＜ 0． 01 0． 55 0． 07

注: SCL － 90，症状自评量表

2． 3 不同性别离退休老干部 SCL － 90 评分比较

女性离 退 休 老 干 部 阳 性 症 状 均 分 较 男 性 高

［( 2． 56 ± 0． 49) 分 vs． ( 2． 36 ± 0． 34) 分，t = － 2． 09，

P = 0． 04］，SCL － 90 总评分、总均分、躯体化、强迫

症状、焦虑、抑郁、人际关系敏感、敌对、恐怖、偏执、
精神病性及其他因子评分在性别上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 P 均 ＞ 0． 05) 。见表 2。

3 讨 论

Hessel 等［10］使用 SCL － 90 对 394 名 61 ～ 96 岁

的老年人进行调查发现，年龄越大，躯体化、强迫、恐

怖、焦虑因子评分越高，人际关系敏感、敌对、偏执因

子评分越低，同时老年女性症状主诉较老年男性多。
在本次调查中，研究组的心理问题筛查阳性率为

31． 25%，与年龄范围类似的对照组比较，研究组

SCL － 90 总评分、总均分、阳性症状均分、躯体化、抑
郁、敌对以及偏执因子评分均较低; 强迫、人际关系

敏感、焦虑、恐怖、精神病性以及其他因子评分与对

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总体而言，本次调查中的离退休老干部心理健

康水平较好，这可能与本调查样本人群均为省级单

位厅局级离退休老干部有关，他们已离开工作岗位

二三十余年，与刚退休的老人相比，高龄的离退休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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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性别离退休老干部 SCL － 90 评分比较( x— ± s，分)

组 别
SCL － 90 评分

总评分 总均分 阳性症状均分 躯体化 强迫 人际关系敏感 抑郁

男性( n = 39) 125． 72 ± 28． 12 1． 40 ± 0． 31 2． 36 ± 0． 34 1． 52 ± 0． 39 1． 60 ± 0． 50 1． 32 ± 0． 39 1． 46 ± 0． 43

女性( n = 41) 125． 46 ± 26． 45 1． 39 ± 0． 29 2． 56 ± 0． 49 1． 69 ± 0． 58 1． 61 ± 0． 55 1． 25 ± 0． 26 1． 45 ± 0． 35

t 0． 04 0． 04 － 2． 09 － 1． 62 － 0． 10 0． 91 0． 08

P 0． 97 0． 97 0． 04 0． 11 0． 92 0． 37 0． 94

组 别
SCL － 90 评分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其他

男性( n = 39) 1． 37 ± 0． 33 1． 28 ± 0． 36 1． 26 ± 0． 40 1． 15 ± 0． 27 1． 26 ± 0． 34 1． 58 ± 0． 45

女性( n = 41) 1． 28 ± 0． 33 1． 16 ± 0． 21 1． 42 ± 0． 59 1． 10 ± 0． 13 1． 15 ± 0． 21 1． 61 ± 0． 44

t 1． 24 1． 80 － 1． 37 1． 76 1． 71 － 0． 28

P 0． 22 0． 08 0． 18 0． 09 0． 09 0． 78

注: SCL － 90，症状自评量表

干部能够更好地适应相对简单的人际关系和闲适的

生活环境，基本上不存在所谓的“离退休综合征”，

并且其社会地位、经济与医疗条件较好。总的来讲，

老干部们对生活现状满意度相对较高。这与陈长香

等［11］的调查结果相符，老年人月收入是健康自我管

理的经济基础，符合马斯洛理论，经济条件好的老年

人有更强的健康自我管理能力。同时本调查中女性

老干部的 SCL － 90 阳性症状均分较男性高，可能与

女性对各种症状的感受性较男性更为敏感有关，近

期有一项针对美国不同性别老年华人孤独感的感受

性研究亦得出了女性较男性更敏感的结论［12］。
本调查显示，离退休老干部主要存在的心理问

题在躯体化方面，这与高龄老人机体衰老、多种慢性

疾病共存、逐渐失能导致多种躯体不适的事实相符。
而对照组的躯体化以及抑郁问题更甚于研究组，提

示家庭、医院以及相关机构在重视高龄老年人躯体

疾病治疗的同时，也应该加强对他们的心理保健，尤

其是敏感性更高的女性，以期提高老年人对躯体疾

病及衰老的耐受性。这样不仅可以提高高龄老年人

的生存质量，增加他们生活的信心和尊严，还有助于

降低医疗成本，节约医疗资源。
本研究尚存在不足，如由于受到条件制约，样本

量较小，可能存在一定偏差。我国老年人口数目巨

大，离退休老干部仅占其中极小一部分，尚有更多的

城市和农村普通老人。已有不少研究提示，我国老

年人心理健康状况存在城乡差异、地区差异、人群差

异［13 － 15］。要全面了解老年人群心理健康状况，还需

更大样本量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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