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需拔牙均数为 0.63〔4〕 ,而本文结果报告的

475名老年人需拔牙均数为 1.98;另外 ,我国

老年人自我估计的牙病治疗需要量远远低于

实际需要量 ,这就为口腔医务工作者提出了

新任务即需投入人力物力为老年人治牙病提

供切实可行的服务。

定期就医看牙与口腔疾病的患病率有很

显著的关系〔5〕 , 而老年人因做口腔检查而

就医人数低于其他年龄组 ,本调查结果仅有

0.42%的人是为口腔检查而就诊 ,国外有资

料表明同类人占 5%〔1〕 ,我国老人还存在着

看牙病难的问题 ,因此除口腔医务工作者外 ,

老年人口腔疾病就医问题应得到全社会的重

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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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逐步回归分析

孙吉贵1　　曾　莉2

　　作者用生活满意指数 A(LSIA)量表测量老年人

生活满意度(LS),探讨其影响因素。

一 、对象与方法:对象选择四川省达川市≥60 岁

的老年人 281人 , 所获资料经审核 , 全部合格。应用

LSIA量表 , 以随机的抽样方法 , 对被试者进行访谈

法调查 , 所获资料均输入微机 , 采用 FOXBASE2.0+

建立数据库 , 用 SPSS 统计软件作多元逐步回归分

析。

二 、结果:本调查采用老年人对自己一生满意度

的主观评价程度与 LSIA 均分作相关分析来衡量

LSIA量表的效度 ,结果 r=0.2512 , P<0.001 , 表明

量表可靠。影响老年人 LS 的主要因素:以 LSIA 均

分为因变量 , 19项影响因素为自变量 ,进行多元逐步

回归分析 , 筛选出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 5 个主

要因素(附表)。

讨论:①心理上的主观感受 ,即对自己一生幸福

度的主观评价程度是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最重要

的因素。生活满意度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综合性指

标 ,它是个人适应社会的一种主观体验 , 它的高低决

1　四川省卫生管理干部学院　成都 610041

2　达川地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附表　影响老年人 LSIA 的逐步回归分析

影响因素 偏回归系数 标准误 t 值 F 值

对自己一生幸福
度的主观感觉

3.4958 0.3807 9.1820 0.0000

有无亲近关心
的孩子

3.1239 0.8597 3.3640 0.0003

有无慢性疾病 -1.5083 0.4962 -3.0400 0.0026

有无配偶 1.2456 0.4917 2.5330 0.0119

文化程度高低 0.6667 0.2642 2.5240 0.0112

　　复相关系数 r=0.6842;标准误为 3.8742;方差分析:

F=48.0601 , P<0.001

定于自己的价值观。 本研究表明 , 心理上的主观感

受更多地影响生活满意度得分。证明心理上的主观

幸福感确是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最重要的因素。

②有无亲近关心的孩子是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

关键因素。研究表明 , 提高满意度并非有无子女 , 而

关键是有无亲近关心孝顺的孩子。 ③有无慢性疾病

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具有明显影响。结果显示 , 有

慢性疾病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较低。 ④改善婚姻状

况是提高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又一项重要措施。调查

发现 , 有配偶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得分明显高于无

配偶的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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