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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市农牧区老年人生活质量的研究

王素华 李立明 李俊 王洪林 韦丽琴

【摘要】 目的 了解包头市农、牧区老年人生活质量的现状，分析其可能的影响因素，同时比较

农、牧区老年人生活质量上存在的差异。方法 采用 !"# 推荐的生活质量评价量表 $%&’(（)*+ ,*-.)&
/-.0 *+12)* ,3.4+5 63+,)7-8817.+，$%&’(）入户访问调查。结果 ! 农、牧区老年人 $%&’( 量表的加权总分

分别为(9:;( < ;=:>(和>’:?9 < ;>:9=，经年龄和性别调整后表现为牧区老年人得分高于农村老年人（!
@ ;’>:=，" A B:BB;）。"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影响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有慢性

病、年龄、就医情况、文化程度和性别。影响牧区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因素主要有慢性病、就医情况、婚

姻状况、年龄和经济收入。结论 从生活质量角度来看，没有文化、丧偶、收入低的老年人是社会的脆

弱人群，在制订和实施卫生服务以及社会保障政策时应予以重点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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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生活质量研究是老龄化社会和即将进入

老龄化社会的国家必须重视的研究课题。我们于

;??? 年 T U ( 月对包头市农、牧区老年人生活质量进

行了研究。

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来源于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达尔翰茂

明安联合旗（达茂旗）和固阳县。达茂旗作为包头市

唯一的一个牧业旗，以牧业为主。固阳县作为一个

农业区，以农业为主。共调查了; 9O;名(B周岁及

作者单位：B;9B;B 包头医学院劳动卫生教研室（王素华、王洪林、

韦丽琴）；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教研室（李立明、李俊）

以上的老年人。其中农村 =OB 人，牧区 (B; 人。

二、调查方法及内容

采用 !"# 推荐的生活质量评价量表 $%&’(（)*+
,*-.)&/-.0 *+12)* ,3.4+5 63+,)7-8817.+，$%&’(），由经过统

一培训的调查员入户采访调查。$%&’( 作为简明的

健康调查问卷，它全面概括了生理、心理、功能和主

观感受等内容，共 = 个健康维度（表 ;）。该调查表

中还包括被调查者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

况、经济状况等。所得的数据用 $S$$> : T 软件包进

行处理。

结 果

一、$%&’( 量表信度和效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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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量表的组成及定义

维 度 条目数 定 义

! 生理功能 &’ 测量健康状况是否妨碍了正常的生理活动

" 社会功能 ( 测量生理和心理问题对社会活动的数量和质量造成的影响，用于评价
健康对社会活动的效应

# 生理原因引起的角色功能限制 ) 测量由于生理健康问题所造成的角色功能限制

$ 心理原因引起的角色功能限制 $ 测量由于情感问题所造成的角色功能限制

% 心理健康 * 测量四类心理健康项目：激励、压抑、行为或情感失控、心理主观感受

& 活力 ) 测量个体对自身精力和疲劳程度的主观感受

’ 疼痛 ( 测量疼痛程度以及疼痛对日常活动的影响

( 总体健康评价 % 测量个体对自身健康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的评价

& +信度：本研究通过复测信度和内部一致性来

考察 !"#$% 量表的信度。

（&）复测信度：随机抽取 *,被调查者一周后由

同一个人重复测量，将两次测定结果的 - 个维度得

分以及生活质量加权总分做相关分析。结果显示：

各个维度及总分两次测定相关系数均在’ +%*以上，

呈直线相关，表明 !"#$% 量表的复测信度较好。

（(）内部一致性：量表的内部一致性即量表内部

各条目之间的相关性，用 ./012345’6)系数来反映。

一般认为 ./012345’6)系数!’ +-就认为量表的信度

是比 较 好 的［&］。 对 量 表 的 - 个 维 度 分 别 计 算

./012345’6 ) 系 数。 结 果 显 示，各 个 维 度 的

./012345’6)系数均 7 ’+-*，提示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较好。

( +效度：本研究采用结构效度来分析量表的效

度。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因子分析产生的两个因子

与量表的理论结构假设基本一致（表 (）。因此 !"#
$% 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二、研究人群的社会人口学特征

达茂旗和固阳县被研究人群的社会人口学特征

结果见表 $。

表" !"#$% 量表的理论相关关系与因子分析结果的比较

维度
理论相关"

生理因子 心理因子

主成分分析

生理因子（ !）心理因子（ !）
8" 9 : ’+;<$ ’ +&;<
=8 9 : ’+;)- ’ +(;-
>8 9 : ’+;*& ’ +())
?@ # # ’ +%<% ’ +$($
AB # # ’ +$;% ’ +;))
!" # 9 ’+%$( ’ +*’*
=C : 9 ’+(;< ’ +;’;
D@ : 9 ’+&-$ ’ +--(

" 来自 D4@0/1EF［(］；9 强相关（ !!’ +;’）；# 中度相关（’ +$’ G !

G ’+;’）；: 弱相关（ !$’ +$’）

8"：身体活动受限；=8：身体原因引起的角色功能受限；>8：疼

痛；?@：总体健康自评；AB：活力；!"：社会功能；=C：心理原因引起的

角色功能受限；D@：心理健康

三、研究人群的经济状况

调查显示牧区老年人每月经济收入（人民币）平

均为(;* +<元，农村老年人每月经济收入平均为*’ +’
元。两地区经济收入差异有显著性（ " H )$* +%，# G
’+’&）。

表# 包头市达茂旗牧区和固阳县农村被研究人群社会人口学特征

人口特征
农 村

人数 百分比 标化率（,）

牧 区

人数 百分比 标化率（,） *
( 值 # 值

年龄组（岁）

%’ I ()- $’ +( ((- $; +< (& +<* G ’ +’’&
%* I ((- (; +- &-$ $’ +)
;’ I &)< &- +( &’’ &% +%
;* I &(& &) +- %( &’ +$
!-’ ;) < +’ (- ) +-

性 别

男 )$; *$ +$ $;) %( +( && +$& G ’ +’’&
女 $-$ )% +- ((; $; +-

文化程度

文盲 %*% -’ +’ ;- +) $’; *& +& *$ +- &;$ +(&# G ’+’’&
小学 &$$ &% +( &; +$ &)$ ($ +- ($ +’
中学及以上 $& $ +- ) +$ &*& (* +& ($ +(

婚姻状况

有配偶 **( %; +$ %< +( )(- ;& +( %< +’ ( +)&# 7 ’+’*
无配偶 (%- $( +; $’ +- &;$ (- +- $& +’

注：有配偶包括分居者，无配偶包括离婚、丧偶和未婚者 # 加权*
( 检验法对标化率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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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农、牧区老年人一般患病情况的比较

农村有!" #!$ 的老年 人 患 有 慢 性 病，牧 区 有

!" #%$的老年人患有慢性病。女性老年人慢性病的

患病率高于男性（!
" & ’% #((’，! ) %#%(）。

五、农、牧区老年人 *+,-! 量表得分比较

研究发现，农、牧区老年人 *+,-! 量表加权总分

分别为!. #’! / ’0 #1!和1- #2. / ’1 #.0，经年龄和性别

调整后表现为牧区老年人得分高于农村老年人，差

异有显著性（" & ’-1 #0，! ) %#%%’），见表 .。

六、生活质量影响因素分析

为进一步了解农、牧区老年人生活质量影响因

素，本研究以老年人 *+,-! 量表加权总分为因变量，

以农、牧区老年人社会人口学特征、经济状况等变量

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影响

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主要因素有慢性病、就医情况、

年龄、文化程度和性别。影响牧区老年人生活质量

的因素主要有慢性病、就医情况、年龄、经济收入和

婚姻状况（表 (）。

讨 论

’ # 农、牧区老年人慢性病的患病率基本一致，

女性老年人慢性病的患病率高于男性。表明女性虽

然有生存优势，但并无健康优势。所以，在预防和治

疗老年性慢性病中，对女性应给予更多的关注。本

次研究发现，两组人群均以是否患有慢性病为首要

影响因素，说明慢性病是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非常

重要的因素。

" # 女性老年人生活质量较男性老年人差。其

原因可能与女性寿命长，患各种慢性病和损伤的机

会较多有关。此外，女性往往社会、家庭地位和文化

水平低，丧偶率高等，这或许是促使生活质量性别差

异形成的因素。

- #本次研究发现，农、牧区老年人 *+,-! 量表各

个维度的得分及总分均存在差异。总体上说，牧区老

年人的生活质量水平高于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水平。

与牧区老年人相比，农村老年人的经济收入明显低于

牧区，文化程度也明显低于牧区，这可能是导致两地

区生活质量差异的主要因素。经济状况是影响老年

人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家庭收入高者身体健康状况

好于经济收入低者。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在一定程度

上制约着经济的高低，而经济收入的高低又直接影响

着老年人的经济独立能力，影响着对幸福的感受。因

此，可能正是因为经济因素和文化程度的相互影响使

两地区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产生差异。

表! 包头市达茂旗牧区与固阳县农村老年人 *+,-! 量表得分比较

维度!
调 整 前

农村 牧区

调 整 后!!

农村 牧区 " 值
! 值

3+ (2#.% / -% #’( 11 #"" / "- #!2 (0 #(0 / "! #"% 1( #!% / "! #"( ’10 #2 ) % #%’
43 (0#2. / .1 #(2 1. #01 / .% #2’ (2 #!1 / .. #!. 1- #0" / ’- #.% .- #2 ) % #%’
53 !.#!- / "1 #"1 12 #%0 / "" #.0 !( #%. / "( #-% 10 #(- / "( #-( ’’" #. ) % #%’
67 ("#0. / "’ #(1 (2 #’. / ’2 #". (- #". / "% #(’ (0 #!% / "% #(( -" #- ) % #%’
89 ("#00 / ’1 #%1 !0 #0- / ’( #." (- #-2 / ’! #%. !0 #’. / ’! #%1 -"1 #0 ) % #%’
*+ !1 #%% / "1 #0" 0( #-1 / "% #.’ !1 #(- / ". #10 0. #!( / ". #0. ’01 #! ) % #%’
4: !0#2% / .. #!. 0’ #-’ / -! #0" !2 #.. / .’ #(" 0% #(0 / .’ #!% -% #2 ) % #%’
;7 1%#-- / ’1 #"0 1’ #0( / ’. #00 1% #!’ / ’! #"1 1’ #.1 / ’! #"2 - #% < % #%(

加权总分 !. #’! / ’0 #1! 1- #2. / ’1 #.0 !" #"% / ’0 #!0 1" #21 / ’0 #1’ ’-1 #0 ) % #%’

! 注同表 "；!! 指用通用多元方差分析将年龄、性别作为协变量进行调整

表" 包头市达茂旗牧区与固阳县农村老年人

生活质量影响因素分析

有关联的变量 标准化回归系数 ! 值 影响的顺位

农村 慢性病 = %#"!" % #%%% ’
就医情况 % #’22 % #%%% "
年 龄 = %#’22 % #%%% "
小学文化程度 = %#’%! % #%’1 -
性 别 % #%20 % #%"! .
中学及以上文化程度 % #%2! % #%2! (

牧区 慢性病 = %#-%( % #%%% ’
就医情况 % #’’1 % #%’. "
年 龄 = %#’%. % #%"" -
经济收入 % #’%- % #%-1 .
婚姻状况 % #%0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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