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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虐待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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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虐待是一个世界性的社会问题，在美国公认为家庭

暴力之一。有关老年虐待的研究最早出现在1975年英国并

受到老年问题研究者的关注。。，同年，Butler也探讨了“受虐

老年人症候群”，至20世纪70年代天期，有关老年虐待研究

的文献开始在英国与美国出现，美国俄亥俄州克里夫兰慢性

疾病研究中心开始以老年虐待为主题进行研究。

1．老年虐待的定义与分类：目前关于老年虐待研究的困

难是存在不同定义；美国卫生部定义为“针对老年人进行的

违反个人人权和公民权的行为”。。英国预防老年虐待组织

(AEA)的定义为“在本应充满信任的任何关系中发生一次或

多次致使老年人受到伤害或处境困难的行为，或以不采取适

当行动方式致使老年人受到伤害或处境困难的行为”“’。联

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2002年发表的《人权：老年人虐待问

题》引用九比定义。。

美国老年虐待研究中心将老年虐待分为3类：家庭内虐

待、公共机构虐待、自我忽视”’。家庭内虐待指老年人在家

里或者照顾者家里受到配偶、兄弟姐妹、孩子、朋友或照顾者

的虐待。公共机构虐待指发生在养老院、疗养之家(为精神

病患者康复所设立的)、教养院或看护机构的虐待。自我忽

视是“老年人危及自己的健康和安全的行为(通常是老年人

拒绝或者不能为自己提供充足的食物、水、衣物、居所、个人

卫生、药物以及安全防护)”“1。有蟛学者将自我忽视归于老

年综合征_8。

WHO将老年虐待分为躯体虐待、精神虐待、经济剥削和

DOI：10．3760／cma．j，issn．0254—6450．2014．03．026

基金项目：2013年安徽省高等教育振兴计划人才项目

作者单位：230032合肥，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

统计学系(赵媛媛、黄玉君、孙业桓)；安徽省军区合肥第五千休所

(赵媛媛)

赵媛媛、黄玉君同为第一作者

通信作者：孙业桓，Email：yhsun@sina．com

·333

·至眦F-J<述·‘)盘=‘

忽视照顾”。我国香港研究人员将老年虐待分为躯体虐待、精

神虐待、忽视照顾，但不包括自我忽视，因为香港的调查发现超

过30％的人不认为自我忽视和经济剥削属于老年虐待。1““：。

爱尔兰、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研究人员认为自我忽视不应包

含在老年虐待中，因为不是发生在信任关系中”“。

2．老年虐待的危害及流行现状：

(1)国外研究现状：Cooper孥”3的系统综述显示，由于文

化差异和对于老年虐待定义与测量的不同，老年虐待率为

3．2％一27．5％。其中残疾、虚弱、痴呆老年人的老年虐待率更

高‘“”j。在美国，大约有100万。200万的≥65岁老年人遭

受过或正在经历虐待，全国老年虐待率为2％，10％⋯。。

Wetzels和Greve”7：针对德国≥60岁人群的调查显示，虐待及

忽视率为3．1％，在过去4年里大约3．4％经历过躯体虐待，

1．3％受到财产虐待，2．7％受到忽视，与荷兰的研究结果相

似o“，低于印度的研究结果=|’。芬兰约6．7％的老年人退休

后遭受过虐待或忽视’2⋯。我国台湾对公共护理机构调查发

现。22．6％的护理人员进行过明确的精神虐待k“，远远高于其

他国家的研究”2·2“，可能与该研究将言语虐待归于精神虐待

有关。也有研究对急诊室的老年人进行调查，18．O％

(12．1％一23．9％)经历过忽视”“。这些数据仅通过报告案例

计算，可能低估了真实情况”“。据估计，未报告案例数可能

是报告案例数的5倍以上”“。德国Goergen”7’在养老院随机

抽取80名职员进行调查，结果显示，79％的人群在过去1年

中目击过≥1次的躯体、言语或忽视，但是实际报告给养老院

管理机构的虐待率仅为2％。因此。Tatara等”6形象地用冰山

现象说明老年虐待的现状。未报告案例可能与虐待行为的

隐秘性以及老年人不愿意报告虐待经历(对此感到羞耻或受

到恐吓、害怕被送到养老福利机构等)有关”⋯。在许多调查

研究中，忽视与自我忽视是最常见的虐待类型”“驯，以色列

的研究结果，忽视率高达18．4％，位居虐待类型首位、”j。但也

有调查显示，在大城市中的老年人中，言语虐待最普遍”“，我

国香港学者的研究结果与此一致”1。在韩国，精神虐待率最

高(4．2％)，其次为财产虐待(4．1％)[22：O我国台湾学者对公共

护理机构的调查中也发现精神虐待率最高”“，Ockleford等。4。

调查了3个欧盟国家老年女性虐待的情况，发现最常见的虐

待是经济虐待，其主要的施虐者是家庭成员外的人。有研究

显示，在受虐者中，有l／4经历过多重虐待”“，其他研究也得

到类似的结果”“。美国的学者调查发现。非裔美国人财产剥

削率及精神虐待率明显高于其他人群，在控制了性别、年龄

等协变量后进行回归分析，结果仍然如此”“。Laumann等。37-

在美国的研究也发现非裔老年人较白种人在财产剥削上有

较高的危险性，西班牙或拉美裔老年人在言语虐待上比白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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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较低危险性，但是非裔美国人与白种人在言语虐待上没

有差异。有研究调查来自芝加哥的健康老年入受虐情况，结

果显示，黑种人自我忽视对死亡率的影响明显高于白种人，

且这种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仍然存在”“，种族间的差异表明

文化和社会因素在老年虐待上有作用。关于老年性虐待，有

研究者对弗吉尼亚州老年保护服务机构所接收到的虐待案

例调查显示，95％的受害者是女性，72％发生在养老院或者其

他的公共护理机构，约一半的病例有过多种形式的性虐待”⋯。

(2)国内研究现状：国内进行的老年虐待与忽视的研究

尚少，其流行情况不太清楚。苏普玉等m1对安徽省的农村老

年人调查发现，最近1年内，总的虐待与忽视率为29．9％，一

般躯体虐待率为4．5％，严重躯体虐待率为1．5％，情感虐待率

为26．9％，忽视率为7．2％，在报告的虐待与忽视对象中，

34．9％有≥2种的虐待与忽视。80．4％报告最近1年内受到>3

次虐待与忽视。武丽等[4“的研究显示，湖北省麻城地区农村

老年人年总的虐待与忽视率为36，2％，躯体虐待率为4．9％，

情感虐待率为27．3％，忽视率为15．8％，经济虐待率为2．O％。

(3)不良结局：受虐老年人的死亡率增加【4“。有研究表

明，有自我忽视的老年人死亡率明显高于无自我忽视的老年

人”“。有情感虐待的女性躯体功能较差““。Cisler等⋯1发现

情感虐待与较差的躯体健康有关，但控制了其他变量后，两

者之间无明显的相关性，表明虐待本身不能决定躯体健康，

但是伴随其他因素如低收入、情绪症状等，可能与躯体健康

有关。受虐老年人的心理不良应激水平增加”“。Luo和

Waite[461还发现心理社会资源不仅能够直接影响老年虐待，

而且还是老年虐待与心理健康的调节因子，即较少心理社会

资源和较多心理社会缺陷的人，其老年虐待和心理健康的关

联更强。具有精神虐待史的老年人具有明显的高水平负性

情绪症状，此差异在控制了其他人口统计学和社会危险因素

后仍然存在“”。同时照顾者精神心理疾病的发生率也明显

升高H“。Smith等∽1发现自我忽视的老年人的营养状况较

差，有较高的血清总高半胱氨酸浓度，较低的叶酸、血浆的6一

胡萝卜素以及值一维生素E、25一羟维生素D。

3．老年虐待的影响因素：与其他家庭暴力一样，老年虐

待是精神、心理、社会、经济等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施虐

者和受虐者的精神和心理状况，都可导致老年虐待的发生。

(1)施虐者的特征对老年虐待的影响：施虐者主要是家

庭成员或家庭照顾者[3“。家庭成员是照顾老年人的主力，与

雇佣者相比，承受更大的压力5⋯。在家庭虐待中，虐待者大

部分是成年孩子或配偶【3“”]。苏普玉等⋯]调查农村老年人

发现首位施虐者是不具血缘关系的儿媳或女婿。也有研究

认为施虐者主要是老年人的儿女，其中成年儿子的比例要稍

大于女儿”⋯。女性最常发生精神虐待行为u⋯，可能是由于家

庭及机构雇佣照顾者多为女性有关。关于婚姻状况是否是

虐待危险因素，不同的研究报告结果不一致。有研究认为未

婚的照顾者比已婚的照顾者工作压力大b“，也有研究认为已

婚照顾者压力大于未婚者““。照顾者的文化程度越低越有

可能发生虐待行为【2。5“。机构照顾者年龄越轻者越容易产

生精神虐待行为”“。照顾者自感工作压力大，服务负担重，

也是造成虐待行为发生的原因之一”5‘5“。社会支持度低的

照顾者越易发生虐待行为”“。AnlTle等””研究发现家庭照顾

者很少得到家人的支持是虐待老年人的危险因素之一。在

成年孩子虐待的案例中，虐待者经常在经济、住房和其他的

方面依赖受害者的帮助圳。

有学者指出虐待者多具攻击性、支配性格、自私、虐待

狂、易怒特性、有较多的角色冲突问题协“⋯。较高的抑郁指

数是潜在伤害行为频繁发生的预测因子[6⋯。也有研究表明

焦虑在照顾者中比抑郁更多见““。也有研究显示，躯体虐待

的照顾者表现出较高的抑郁指数““。Cooper等旧j发现焦虑

和抑郁照顾者的虐待行为发生率较高。儿童期虐待的经历

也是施虐者的特征之一旧1。由于不同的价值观和期望值可

能造成两代之间的冲突，甚至是两代间的暴力油“。暴力被认

为是应激的一般反应，可以从一代持续到下一代∽1。

(2)受虐者的特征对老年虐待的影响：研究发现老年女

性[66,67]、高龄组”。“]、丧偶身体健康状况较差的老年人照顾者

越可能受到虐待”4 6“。来自香港的研究表明自理能力差、依

赖照顾者是总虐待和躯体虐待的预测因子”⋯。老年人的社

会经济地位是其遭受虐待的影响因素，有研究发现，老年人

经济收入越低，越易遭受虐待[6“。社会隔离和以前的创伤

事件经历也是老年人易遭受虐待的影响因素¨⋯。社会孤

独n“、较差的社会网络及较少社会支持的老年人受到虐待的

概率高”“。Thomson等”o调查发现，老年自我忽视的受害者

中超过80％是阿尔茨海默病或其他痴呆患者。研究表明当

阿尔茨海默病的老年人与其他的家庭成员同住时(除了配

偶)受虐风险会大大提高哺“。但是超过半数的自我忽视发生

在独居的家或公寓里【3⋯。

4．老年虐待的诊断与筛杏：筛检可以识别和发现处于虐

待风险的老年人，进而可以干预和阻止虐待事件发生””2。

有研究表明老年虐待报告率低的原因之一是缺少恰当的筛

检工具【7“。目前，国内还没有一个符合中国文化背景及国情

的专业、有信度和效度评价的老年虐待筛检量表，为数不多

的关于老年虐待的研究大多使用的是国外的量表”43或是自

编量表[蚰3。国外有关虐待的筛检工具：①常用筛检工具：虐

待指标筛检(IOA)、冲突策略量表(CTS)、照顾者虐待老年人

评估量表(CASE)、老年虐待简要筛检量表(BASE)、

Hwalek．Senstock老年虐待筛检试验量表(H—S／EAST)、易受

虐待筛查量表(vAss)；②其他筛检工具：配偶暴力筛检量表

(PVS)、疑似老年虐待指数(EASI)、老年人评估量表(EAI)、

老年人精神虐待量表(EPAS)、照顾者精神虐待行为调查表

(CPEAB)、最小数据组的家庭照顾虐待筛检量表

(MDS．HC)、对待衰老、生活安排及财产的健康态度的评估

量表、不同类型虐待或忽视的筛检量表(SVTAN)，筛查经济

剥削的老年人经济剥削量表(OAFEM)等。

老年期虐待不如童年期虐待容易识别及辨认，这就对筛

检工具提出较高要求。目前关于老年虐待的诊断没有所谓

的“金标准””“，各种筛检工具及评估方法也存在着明显的局

限性。Cooper等””关于老年虐待和忽视流行情况的系统综

述选取了49篇符合人选标准的文献，其巾仅有7个研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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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具有信度和效度评价的测量工具。而且测试筛检工具效

度和信度的方法也存在差异。缺乏合理的评分等级设置。

如BSAE答案仅有“是”与“否”，有可能导致符合该项问题的

回答者认为“是”代表的严重度过高，无从选择而填“否”，从

而失去检测的正确度及严重度区分。另外，目前虐待筛检工

具大多不适用于特殊人群，如痴呆老年人；某些筛检工具仅

在小样本中检测，限制了其向外推广；性虐待、自我忽视的情

况在筛查量表中经常受到忽略；筛检工具大多是根据危险因

素制定的，许多危险因素还存在争议；目前很多筛检工具试

图预测将来要发生的虐待或忽视的危险性，反而忽略了目前

发生情况；没有检查对于不同文化群体是否有效。

5．老年虐待的预防措施：有研究表明，如果无任何干预

措施，随着时间的推移，虐待行为会持续并加重"“。老年虐

待不仅是一个医学命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命题，关系每个

人的切身利益，应该多措并举，减少老年虐待的发生，将伤害

降到最低，保护老年人权利，提高其生活质量。

(1)向受虐老年人提供社会支持：

①完善老年虐待相关法律和规章制度：美国《老年人法》

(OlderAmericansAct)第102条对虐待老年人进行了具体定

义。我国现有的法律如《宪法》、《民法通则》、《老年人权益保

障法》、《刑法》、《婚姻法》、《赡养法》等对老年虐待相关行为

有一定的规定，但是存在陈述不清晰、可操作性欠缺、执行困

难较大等问题。我国应明确相关法律对老年虐待及忽视做

出严格、详尽的定义和种类界定，确定专门机构负责受理、管

辖和调查虐待老年人的报告，并且详细规定对施虐者的惩罚

措施(如经济处罚、刑事处罚的规定等)，为受虐待者及其家

庭提供援助、治疗和保护服务，并采取相应的措施防止和减

少虐待发生。

②建立老年虐待及忽视报告及转移制度：在国外有专门

接收老年虐待报告的部门，如在美国的密尔沃基市的老年处

(MCDA)是接收虐待及忽视报告的权威机构，MCDA的工作

人员通过威斯康辛州事件跟踪系统(wITs)获得信息。同时

美国关于州成人保护机构立法对家庭老年虐待影响的研究

表明，有强制报告立法的州有较高的老年虐待报告率，对于

老年虐待有较详细定义的州所证实的老年虐待案例比例较

高”“。我国应建立健全老年虐待及忽视的报告制度，明确接

受报告的机构、报告流程，建立强制报告制度。建立相应的

受害者转移制度，对于确定的虐待案例，根据受虐情节轻重

及老年人个人意愿，将受虐人重新安置在其他有信任关系的

亲属家中或社会福利机构及他服务：叽构中。

③成立老年人保护机构：保护机构可以确认被虐待的案

例，施虐者将面临法律制裁，受害者可被重新安置或接受成

人保护机构的帮助，包括咨询、案例管理、卫生保健服务、基

于社区的服务等。为老年人提供紧急庇护所和帮助小组是

较新的方式。美国、加拿大、德国、日本和美国均有庇护所，

但是在低收入国家，缺乏社会服务的基础设施，这种项目难

以开展””。在我国可以设立维护老年人权益服务中心、法律

咨询站、庇护所、医疗服务所等保护机构，向受虐和寻求庇护

的老年人提供法律和医疗卫生、精神、卫生康复等方面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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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和援助，从而减轻其精神、身体痛苦”“。大力开展老年社

会工作服务(即老年社工服务)，帮助受虐老年人寻求法律资

源，争取权益；也可以通过家庭治疗和家庭服务来改善其家

庭环境。

④提高照顾者的积极性：在全社会采取一定的措施减少

照顾者的压力，以及在公共机构或者政府采取有力措施提供

资源干预，以使照顾者得到益处”“。政府等有关部门应对照

顾者提供相应的社会支持。提高照顾技巧和适应能力，以减

轻其压力。同时可为照顾者提供一定的渠道，倾诉心中想

法、疏解不满或困惑。

(2)对受虐老年人提供医学服务：

①加强医疗援助促进受虐者康复：各地综合医院、医疗

中心及以老年医学为主的机构成立专门的康复小组，包括精

神病专家、外科专家、心理专家、医学社会工作者、老年病学

护理人员等专业工作者，设立帮助受虐待、被忽视的老年人

治疗项目，促进转诊到医院的受虐老年人身体和心理康复。

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立医疗援助小组，由公共卫生医师、

护士以及心理医师组成，对于由老年人保护机构确立的在家

中接受照顾的受虐老年人，定期上门随访，给以医疗和心理

援助。

②加强专业人员的老年虐待知识培训：医生由于负责解

决医疗问题，可能与老年人联系频繁，因而可能取得老年人

的信任，医生可以在保护遭受虐待的老年人中发挥重要的作

用。Kennedyn”调查了美国俄亥俄州的392名基层医疗保健

医生的关于老年虐待的知识、态度，诊疗经历等内容，结果不

容乐观。对于老年人，尤其是虚弱的、自理能力差的、功能障

碍、痴呆的老年人，应该建立常规询问制度，将虐待纳入问诊

中。有研究结果表明，常规地询问虚弱的老年人和其家庭照

顾者关于虐待的问题，能觉察到虐待，甚至比筛检工具更敏

感，而且在不能言语的患者中或者在非常害怕报告虐待的人

中还能识别严重虐待””。应该想办法让临床医生在向相关

部门报告老年虐待中起到更加积极的作用，在医学生和社会

工作专业的学生教学以及住院医师培训计划中要加强老年

虐待知识的培训，增强其识别老年虐待症状的能力。

③修订或开发虐待及忽视的筛检工具：老年虐待在老龄

化社会中变得比较频繁，识别虐待在保护老年人中显得尤为

重要。应根据中国国情，修订或开发具有较高效度信度的虐

待及忽视筛检工具，同时应该考虑量表适用的不同养老方式

的老年人群以及适合不同场所，如需要简便、快速筛检量表

的门诊、病房，或者需要详尽、客观筛检量表的老年保护机构

和老年保健部门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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