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抑郁症灰霾下的老人们 

当今，全球人口正在快速老龄化。在 2015 至 2050 年间， 

全球超过 60 岁人口比例将从现在的 12%上升至 22%，达到

现在的近两倍。从绝对数量看，预计超过 60 岁的人数将从 9 

亿增加到 20 亿。年龄在 60 岁或者 60 岁以上的年长成人作

为家庭成员、志愿者和劳动大军的积极参与者，对社会做出

了重要贡献。尽管大多数人有良好的精神健康状况，但是老

年人面临着身体和精神卫生方面的特定挑战，许多老年人仍

有发生精神疾患、神经障碍、物质使用问题的风险，或面临

糖尿病、听力损失和关节炎等健康问题的风险。另外有超过 

20%的年龄在 60 岁及以上的成年人患有精神或者神经障碍

（不包括头痛疾病），60 岁以上人员中出现的所有残疾（残疾

调整生命年）中，有 6.6%归咎于精神和神经障碍。这些老年

人健康障碍导致了 17.4%的伤残损失健康生命年。最常见的

神经精神障碍为抑郁症，大约占全球老年人口 7%。焦虑症影

响到 3.8%的老年人口，物质使用问题影响到约 1%的人，约

有四分之一因自我伤害而造成的死亡发生在 60 岁及以上的人

群。抑郁症成为了老龄人口困扰的难题。 



 

 

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精神疾患，全球有超过 3 亿人患有

抑郁症，遍布各个各年龄组。不同通常的情绪波动和对日常生

活中挑战产生的短暂情绪反应，抑郁症可造成很大痛苦，并会

影响到日常活动。其特点是难以排遣的悲伤和对本来热衷的活

动了无兴趣，伴随着无法从事日常活动，时间可持续 14 天或

更长。患者通常伴有以下症状中若干种：丧失活力；食欲改

变；睡眠增多或减少；焦虑；注意力减退；优柔寡断；焦躁不

安；自觉无用、内疚或绝望，以及产生自残行为。长期的中度



或重度抑郁症可能成为一个严重的疾患。患者可能会受极大影

响，可引致自杀，每年有数十万人因此而失去生命。 

每年约有 7%的老年人口会出现单相抑郁症，该病占到 

60 岁以上人员残疾总量（残疾调整生命年）的 5.7%。每年有

近 80 万人因自杀死亡。自杀是 15-29 岁年龄组人群的第二大

死亡原因世界人口老年化导致六十岁以上老年人患有精神或神

经障碍的概率上升，主要的原因可以从生理或心理上分析。 

一生理上:从世界卫生组织得到的研究中可以发现世卫组织确

认了抑郁症与其他非传染性紊乱疾病之间有紧密的关联。抑

郁症将增加药物使用障碍以及糖尿病和心脏病一类疾病的风

险，同时有这些疾病的人患抑郁症的风险也会更高。 

在抑郁症诊断的过程中，既存在诊断不足，又存在治疗

不够的情况。而且年长成人中所出现的抑郁症症状往往遭到忽

视且没有做出治疗，因为这些症状与老年人的其它问题并存，

因此抑郁症容易被老年人忽略。 

与诸如肺部疾病、高血压或糖尿病等慢性医学病症患者

相比，伴有抑郁症状的年长成人的身体状况更差。抑郁症还会

加剧人们对不良健康的感受，加大对卫生服务的使用并且增加

费用。存在诸如心脏病等躯体疾病的年长成人罹患抑郁症的比

率比身体健康的人更高。另外，对患有心脏病老年人的抑郁症

不做出治疗，可能对结局带来负面影响。 



老年人可能会像所有人一样遇到常见的生活压力，此外可能

还会遇到晚年较常见的生活压力（能力持续大幅减退和身体功

能衰退等）。例如，老年人可能会因活动受限、慢性疼痛、体

弱或者其它健康问题而需要获得某种形式的长期护理。 

心理上也会出现造成老年人抑郁症的情况 

 



缺乏认识——卫生保健专业人员和老年人本身对精神卫生问题

的辨别存有不足。对精神疾患存有耻辱感，这使人们不愿求

助 

易受到虐待——包括身体、言语、心理、财务和性虐待；遗

弃；忽视；严重损失尊严和尊重等。现有证据证明每 10 名

老年人中就有 1 名有被虐待的经历。虐待老人不仅可导致躯

体损伤，也可导致严重的，有时会长期存在的心理后果，包

括抑郁症和焦虑症。 

年龄歧视——年龄歧视问题普遍存在，会在不知不觉中给老年

人的健康造成有害影响。今年，我们要求每个人都识别和质

疑这些内在的年龄歧视态度，并了解其严重影响。对于老年

人来说，年龄歧视是日常所面临的挑战。就业方面受到忽

视，社会服务方面受到限制，媒体对其抱有成见，年龄歧视

使老年人在社区中被边缘化和受到排斥。 

年龄歧视无处不在，但却是最被社会“正常化”的偏见， 

不像种族歧视或性别歧视那样遭到普遍反对。这种歧视常反映

在媒体报道中，所有老年人都被描述成“身体虚弱”，“依

赖他人抚养”。这可能下意识或积极地影响决策者，促使其

优先选择控制成本而不是做出适当调整并投资建设方便老龄

化社会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这些态度普遍且无形，导致社区

内的老年人被边缘化，对其健康和福祉产生负面影响。老年

人如果觉得自己是个负担，便可能认为自己的生命也不再那



么有价值，由此可能面临抑郁症和社会孤立的危险。研究表

明，对衰老持有消极态度的老人可能比持有积极态度的老人

寿命减少 7.5 岁。 

 

由图可知：柱状图中红色高的地方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

地区，主要是四川、贵州、湖南等地区，这些也是打工青年大

量输出的地方，青年人口的缺失直接导致了这些地区 60 岁老

龄人男女比例的急剧升高，也间接导致了老年人心理疾病尤其

是抑郁症的出现。 



 



 

中国老年人抑郁症的情况 

中国不仅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也是老年人口最多的国

家。据 2000 年全国人口第五次普查,我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

口已达 1.43 亿,相当于老龄人口位于世界第二的印度的 2 倍,

第三的美国的 2.5 倍左右。预计到 2020 年,我国 60 岁以上

老年人口将达到 2.34 亿人;到 2050 年,增加到 4.3 亿以上,占

世界老年人口的 22.3%,占亚洲的 35%,比发达国家和地区的

老年人口总和还多。人口老龄化速度快，据统计资料显示,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年均递增 3%,远高于总人口增长率 



1.68%,大大高于欧美等国,也略快于日本。我国城市与农村的

老年人大部分都患有轻度的抑郁症，抑郁症的在我国的老年

人当中普遍存在。 

 

影响老年人患上抑郁症的因素很多，家庭，经济情况 

等等都可能成为抑郁症的诱因。主要有有以下几方面: 

婚姻家庭问题：丧偶的老年人比离婚和独居的老年人更容易抑

郁,而家庭生活中与儿孙同住的老年人得抑郁几率比较低。人

际关系:主要包括配偶、子女、邻居以及亲朋关系。老年人的

人际关系良好者不容易抑郁。 

性别差异：研究显示在老年人当中女性比男性抑郁情绪略高。 

社会支持:研究表明社会支持与抑郁等消极情绪存在显著的负

相关,社会支持水平越高,个体的消极情绪也越少。 

经济状况老年人因经济地位低下、生活缺少保障而产生悲观 



 
国家政策研究结果显示养老院内的老年人抑郁症状发生率较

高,高于同年龄段的城市社区居民,提示抑郁症状是养老院。 

 



空巢老人是 21 世纪我国城市中逐渐扩大的弱势群体。城

市空巢老人的心理问题主要包括空巢综合症、抑郁、焦虑、孤

独等。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人均期望寿命延长

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空巢”现象日趋突出,空巢老人家庭

逐年增加,已成为我国老龄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之

一。目前,我国城市空巢老人面临着诸多的心理问题。随着中

国跑步进入老龄化社会，60 岁以上的老人数量快速增多，独

居、孤寡的“空巢老人”也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 

抑郁症更成为了威胁空巢老人的生命的主要原因。春节后儿女

们各奔东西 南京两空巢老人抑郁自杀春节长假刚过完没几

天，南京秦淮警方就接到了不少老人发生意外的警情，两位

老人居然不约而同选择了轻生。民警了解到，这些老人大多

是空巢老人，随着假期结束，儿女们各奔东西，他们的意外

也就是在这个阶段发生的。八旬老太平时独居，儿女刚离开

就跳了楼。“才走两天，没想到我妈就想不开了„„”2 月 27 

日，南京大光路派出所接到一位市民报警。原来，这位市民

的母亲 88 岁了，春节期间，一家人回来过年还乐呵呵的，但

当天上午她再回母亲家中时，却发现老人上吊自杀了。老人

易患“分离综合征”主要原因是不少老年人患上了先焦虑、

后抑郁的‘分离综合征’。”南京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主任

张纯告诉记者，现在很多年轻人在外读书、工作，父母成了

“留守老人”。好不容易等到过年一家人团聚，这时候的老



人往往会因为孩子“过几天又走了”而产生很强的焦虑心

理。当孩子真的再次离开，家里一下子又变得冷冷清清，这

种巨大落差会导致老人的抑郁心理。 

我国人口众多，老龄化形势严峻，老龄人口众多，加上

我国当前对关于老年人出台的政策少，制度不够完善，对老年

人群体的心理问题的重视程度的不足，老年人易患抑郁症也是

在情理之中。 

通过促进“积极健康老龄化”可使年长成人的精神卫生

得到改善。针对年长成年人的精神卫生健康促进活动，涉及

到创造对其福祉提供支持并让人们过上健康生活的条件和环

境。促进精神卫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确保老年人具备必

要资源，用以满足他们需求。完备老年心理治疗体系，改进

老年福利保障，减缓患抑郁症的机率。老年人患抑郁症是社

会建设不完善的体现，健全老龄人社会保障体系，重视老年

人的心理建设，关爱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关注他们的心理疾

病，积极治疗。在老年人日益增多的今天，社会的各项发展

也会影响老年人患抑郁症，因此更应该重视老年人的心理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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