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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社会因素在老年抑郁症发生中的作用 

刘琳琳 段 妮 王东明 梁 静 

【摘要】目的 探讨老年抑郁症的心理社会危险因素。方法 采用生活事件量表(LES)、防御方式问卷 

(DSQ)及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对 2009年 1O月 一20l1年 1O月在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门诊或住院的6o 

例老年抑郁症患者(研究组)以及60例正常老年人(对照组)进行测查。结果 老年抑郁症患者组生活事件总 

频度(2．22±0．69)和总评分(29．63±4．23)以及负性生活事件频度(2．13±0．62)和总评分(27．31±1．19)均 

高于对照组[(1．77±0．60)，(27．15±4．35)，(1．67±0．56)，(22．40 4-3．94)]，社会支持利用度因子分(6．76 

±3．16)低于对照组(8．79±3．18)，更多的是采用不成熟和神经症防御方式(P均 <0．O1)。Logistic回归分析 

显示负性事件总分、不成熟防御机制和社会支持利用度三个因素进入回归方程，其中负性事件总分的相对危 

险度最高(OR=7．60)。结论 负性生活事件总分、社会支持利用度、不成熟防御机制与老年抑郁症的发病密 

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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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s of psychological social factors in oc currence of geriatric depression L1U Lin—lin，DUAN Ni，WANG Dong—ruing， 

et a1．Qingdao Mental Health Center，Qingdao 266034，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psychosocial social factors of depressed elderly patients．Methods 60 cases of geriatric 

depression(study group)(from Qingdao Mental Health Center from October，2009一October，201 1)and 60 normal elderly people 

(control study)were tested by the Life events scale(LES)，Defense Style QuESTIONNAIRE(DSQ)and Social Suppprt Rating 

Scale(SSRS)．Results Thetotalfrequency(2．22±0．69)and scores(29．63±4．23)0fthe life event and negative life events 

[(2．13±0．62)，(27．31±1．19)]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1．77±0．60)， 

(27．15±4．35)，(1．67±0．56)，(22．40±3．94)](P<0．01)；The availability score of SSRS among elderly patients with de— 

pression were found to be lower than the normal controls[(6．76 4-3．16)，(8．79±3．18)](P<0．01)；The score ofimmature and 

neurotic defense styles were higher in the depressive group than in control group(P<0．01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dem— 

onstrated that the total scores of negative life events，social suppo~ utilization scores of SSRS，scores of immature defense styles 

wer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incidence of geriatric depression．Conclusion The occurrence of geriatric depression is signifi— 

cantly related to scores of negative life events，utilization of social support，and the immature defense sty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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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抑郁症是老年期常见的精神障碍，常发 

生于明显的应激性生活事件之后。研究提示，心 

理社会因素对老年抑郁症的发病、治疗和结局均 

有影响 。目前国内关于心理社会因素对老年抑 

郁症患者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活事件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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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拟从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和防御方式三方 

面系统探讨心理社会因素对老年抑郁症的影响， 

以期对老年抑郁症患者的心理社会干预提供实践 

指导。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研究组：为 2009年 10月 ～2011年 

10月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门诊或住院患者，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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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 

版)》(Chinese Classification and Diagnostic Criteria 

of Mental Disorders，third edition，CCMD一3)抑郁 

症的诊断标准 ；首发年龄≥60岁；无严重躯体 

疾病和其他精神病史；获得调查对象的知情同意。 

符合标准者共60例，男3l例，女29例；年龄61— 

80岁，平均年龄(64．30±4．41)岁；受教育年限 0 

— 16年，平均受教育年限(8．29±4．69)年。对照 

组：选择与病例组性别、民族、地区相近的正常老 

年人 60人，年龄6l一8O岁，平均年龄(63．95± 

4．12)岁；受教育年限0～17年，平均受教育年限 

(9．20士5．01)年。两组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1．2．1 工具 ①一般资料调查表，包括性别、年 

龄、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等。②生活事件量表 

(Life Event Scale，LES)[3 3，共有 50个条 目，其中 

48个为我国常见的生活事件，包括家庭生活方 

面，工作学习方面，社交及其他方面。③防御方式 

问卷(Defense Style Questionnaire，DSQ) j，包括不 

成熟防御机制、成熟防御机制、中间型防御机制、 

掩饰因子4大防御因子，24种防御策略，共 88个 

条目。④ 社会支 持量表 (Social Support R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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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le，SSRS) j，共有 l0个条 目，分为三个维度， 

即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 

1．2．2 调查方法 经患者或患者家属同意后，由 

2名精神科主治医师使用统一的指导用语，采用 

LES、DSQ及 SSRS对 60例老年抑郁症患者和 6O 

例正常老年人进行评定，经一致性检验，Kappa值 

为0．82—0．93。 

1．2．3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11．0统计软件对 

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首先进行病例对照一般情况 

的均衡性检验，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 

分类变量采用 检验；建立老年抑郁症与心理社 

会因素的Logistic回归方程。检验水准 =0．05。 

2 结 果 

2．1 LES和 SSRS评分比较 老年抑郁症患者所 

经历的生活事件频度和总分以及负性生活事件总 

频度和总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社会支持总分、主观社会支持因子分及 

客观社会支持因子分两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均 >0．05)，而社会支持利用度因子分研究 

组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见表 1。 

表 1 两组 LES和 SSRS评分比较(分，x±s) 

2．2 DSQ评分比较 成熟防御方式评分两组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成熟防御方式中 

除分裂、躯体化外其余各因子评分两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均<0．01)；神经症防御方式中除制 

止、理想化、伴无能之全能、同一化、掩饰因子外其 

余各因子评分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 < 

0．01)。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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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 DSQ评分比较(分。x±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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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老年抑郁症的心理社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 

析 以Y(研究组 ：l，对照组 ：0)为因变量，以单 

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生活事件总频度 

及总分、负性生活事件频度及总分、社会支持利用 

度因子分、不成熟型防御方式和中间型防御方式) 

为自变量，建立 Logistic回归方程。负性事件总 

分、不成熟防御机制和社会支持利用度三个因素 

进入回归方程，其中负性事件总分的相对危险度 

最高(OR=7．60)。见表3。 

表 3 老年抑郁症的心理社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 

3讨论 舞 
应激性生活事件，尤其是负性生活事件在抑郁 的重要诱因，能起到”扳机”作用，老年人遭遇各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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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刺激的机会越来越多，而对精神挫折的耐受力日 

趋减退，会使老年人产生孤独、无助、寂寞之感，这就 

可能诱发抑郁症。任显峰等 研究发现，抑郁症患 

者在发病前1年内存在大量的负性生活事件，提示负 

性生活事件的不良刺激增多与抑郁症的发生有关。 

本研究发现，老年抑郁症组生活事件频度、严重度，尤 

其是负性生活事件的频度、严重度高于对照组(P< 

0．05)，这与李凌等_8 。。研究结果一致，表明该类患 

者可能经历了更多、更严重的生活事件，特别是负性 

生活事件，提示负性生活事件可能是老年抑郁症发 

生的重要诱因。 

社会支持包括客观支持、主观体验到的支持 

和对支持的利用度。张苏霞等 认为良好的社 

会支持对生活事件的影响具有缓冲调适作用，老 

年抑郁症患者经历较多的生活事件，随着年龄的 

增长，认知功能及理解判断能力有所下降，调适功 

能不足，缓解能力下降等。同时，吴永良等 也 

认为老年抑郁症患者遇到应激事件则较少向别人 

倾诉 ，又不善于接纳别人的关怀和帮助。wade 

等 H 的研究表明，社会支持系统较弱的个体更 

易发生抑郁。本研究结果显示，老年抑郁症患者 

组得到的主观社会支持和客观社会支持与对照组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社会支 

持利用度低于对照组(P<0．05)，这表明老年抑 

郁症患者可能不能很好地发挥社会支持系统的缓 

冲作用，从而导致疾病的发生。由于社会支持客 

观存在，因此培养和增强老年抑郁症病人对社会 

支持的利用度显得尤为为重要。 

防御机制是自我逃避不愉快和焦虑的一种方 

式，是一种潜意识的心理机制，是精神活动的重要 

组成部分，可用于解释各种心理症状的形成基础 

和表现形式。本研究结果发现，老年抑郁症患者 

多采用投射、抱怨、幻想、退缩等不成熟防御方式 

及回避、隔离、假性利他、否认等神经症防御方式， 

而较少使用成熟防御机制，相关评分与正常对照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 Kwon 

等 的研究类似。故在给予老年抑郁症患者药 

物治疗和心理治疗的同时，也要有针对性的改变 

患者不良的防御方式，以促进症状的痊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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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通过 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患者 

负性生活事件总分、社会支持利用度、不成熟的防 

御机制与老年抑郁症的发病密切相关，表明负性 

生活事件越多，对社会支持利用程度越低，越多的 

采取不成熟的心理防御方式，越易发生老年抑郁 

症。目前较为一致的观点是老化过程中心理和生 

理的变化共同作用构成易感因素，而生活事件因 

素起到”扳机”作用促使老年抑郁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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