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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探讨中国失能老年人认知功能现况及影响因素。 方法 　 利用 2018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
 

(CHARLS),选取其中 1 044 名≥60 岁老年人群为研究对象,应用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量表( IADL)评定老年人的失能状

况,应用简易精神状态量表(MMSE)评估老年人的认知功能情况。 采用 SPSS
 

22. 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根据数据类型,
分别采用 t 检验或方差分析进行组间比较。 应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影响失能老年人认知功能的因素。 结果　 失能老年人认

知功能评分为(18. 84±6. 53)分,认知受损率为 56. 13%(586 / 1 044)。 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教育程度、抑郁、婚姻满意度、
空气满意度及养老保险对于失能老年人认知功能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P<0. 05)。 结论　 中国失能老年人认知功能现况不

容乐观,需积极采取措施预防失能老年人认知功能的下降,促进实现健康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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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quo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gnitive
 

function
 

in
 

the
 

disabled
 

elderly
 

in
 

China.
 

Methods　 Using
 

2018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
 

2018),1044
 

people
 

aged
 

≥
 

60
 

years
 

were
 

selected
 

for
 

the
 

study,
 

whose
 

disability
 

was
 

assessed
 

with
 

instrumental
 

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 IADL)
 

and
 

cognition
 

with
 

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MSE).
 

SPSS
 

statistics
 

22. 0
 

was
 

used
 

for
 

data
 

analysis.
 

Depending
 

on
 

the
 

data
 

type,
 

comparison
 

between
 

groups
 

was
 

performed
 

using
 

t-test
 

or
 

analysis
 

of
 

variance.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was
 

employ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cognitive
 

function
 

in
 

the
 

disabled
 

elderly.
 

Results　 Cognitive
 

function
 

among
 

the
 

disabled
 

elderly
 

averaged
 

(18. 84±6. 53)
 

points,
 

with
 

a
 

cognitive
 

impairment
 

of
 

56. 13%.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education
 

level,
 

depression,
 

marital
 

satisfaction,
 

air
 

quality
 

satisfaction
 

and
 

pension
 

insurance
 

were
 

predictive
 

of
 

the
 

cognitive
 

function
 

in
 

the
 

disabled
 

elderly
 

(P<0. 05).
 

Conclusion　 The
 

cognitive
 

function
 

in
 

the
 

disabled
 

elderly
 

in
 

China
 

is
 

not
 

optimistic.
 

We
 

need
 

to
 

take
 

active
 

measures
 

to
 

prevent
 

cognitive
 

decline
 

in
 

the
 

disabled
 

elderly,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healthy
 

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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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老年人失能问
题已成为医疗卫生服务和社会支持系统的重大挑
战[1]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发布的《全国城乡失
能老年人状况研究》报告显示,2015 年中国失能老
年人失能率为 19. 5%[2] ,据专家预计,我国失能老
人的规模将在 2030 年达到 6168 万[3] 。 国内对失能
老年人的研究多集中于失能情况和照护负担等方
面,关于其认知能力状况研究较少。 认知功能是指
人认识客观事物的一般过程,包含感觉输入、编码、

存储和提取的过程,包括感知觉、注意、记忆、言语思
维等方面。 认知功能是人类心理过程的基本阶段,
是人脑神经活动的重要内容,也是保障老年人健康
的必要因素,认知功能受损将直接影响日常生活,严
重影响老年人的生命质量。 研究表明失能的发展进
程与认知功能受损相关[4] ,认知功能损害已成为老
年健康的主要问题[5] ,同时也是痴呆的高危风险因
素[6] ,提示该人群将面临更加严峻的长期照护压
力。 本研究以 2018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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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
 

2018)数据为基础,分析中国失能老年人认
知功能现况及其影响因素,为实现成功老龄化和科
学照护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本研究资料来源于 CHARLS
 

2018 数据。 覆盖
全国 2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150 个县、450 个
社区(村),共调查了 1. 22 万户家庭中的 21 095 名

受访者[7] 。 本研究从年龄≥60 岁的 10 818 名老年

人群中,筛选满足“失能”条件的老年人共 2 187 名,
对所有存在缺失变量的个案予以剔除,最终纳入
1 044 名失能老年人。
1. 2　 方法
1. 2. 1　 失能评定　 本研究采用工具性日常生活活
动能力量表 ( instrumental

 

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IADL)进行老年人失能状态的判定[8] 。 该量表包括

做家务、吃饭、购物、打电话、吃药、交通及管理财务
7 项内容,其中任何一项回答“困难需要帮助” 或
“无法完成”则判定为失能。
1. 2. 2 　 认知功能评估 　 通过简易精神状态量表
(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MMSE) 对失能老年
人从时间和地点定向力、即刻记忆、注意力及计算
力、延迟记忆、语言及视空间 7 个方面评定认知功能
情况[9] ,满分为 30 分,其中文盲≤17 分、小学≤
20 分、中学及以上≤24 分为存在认知障碍。
1. 3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22. 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量
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
验或方差分析。 以认知功能得分为因变量,以不同
人口学变量为自变量,采用多元线性回归进行多因
素统计分析,自变量筛选采用 Enter 法。 P<0. 05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 1　 老年人失能情况

　 　 IADL 评定结果显示,10 818 例老年人中,失能
老年人 2 187 名,失能率为 20. 22%,其中男性

 

1 084
名,女性 1 103 名。 年龄 60 ~ 106(69. 42±7. 19)岁,
其中 60 ~ 69 岁 1 289 名(58. 9%),失能率为 19. 92%
(1 289 / 6 472);70~ 79 岁 673 名(30. 8%),失能率为
20. 91%(673 / 3 219);≥80 岁 225 名(10. 3%),失能率
为 19. 96%(225 / 1 127)。
2. 2　 失能老年人认知功能情况
　 　 剔除失能老人 MMSE 数据中的缺失值,最终
纳入 1 044 名失能老人进行认知功能分析,其中男性

524 名,女性 520 名。 MMSE 评分结果显示,得分范围
为 0~30 分,平均(18. 84±6. 53)分;存在认知功能障
碍者 586 名,认知功能受损率为 56. 13%(586 / 1 044),
其中,男性认知功能受损率为 59. 35% (311 / 524),
女性认知功能受损率为 52. 88%(275 / 520);文盲(≤
17 分)170 名,小学(≤20 分)247 名,初中及以上(≤
24 分)169 名。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失能老年人
认知功能在教育程度、躯体残疾、是否抑郁、婚姻
满意度、空气满意度、有无养老保险方面,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0. 05;表 1)。

表 1　 60 岁及以上失能老年人认知功能的单因素分析

Table
 

1　 Univariate
 

analysis
 

of
 

cognitive
 

function
 

of
 

disabled
 

elderly
 

aged≥60
 

years (n= 1 044)

Item n(%) MMSE
 

(x±s) t / F P
 

value
Gender 0. 894 0. 371
　 Male 524(50. 19) 19. 02±6. 57
　 Female 520(49. 81) 18. 66±6. 49
Age(years) 1. 233 0. 292
　 60≤age<70 617(59. 10) 19. 07±6. 34
　 70≤age<80 325(31. 13) 18. 37±6. 80
　 80≤age≤106 102(9. 77) 18. 91±6. 78
Location 2. 157 0. 116
　 City

 

center 155(14. 85) 19. 36±6. 99
　 Shanty

 

Town 59(5. 65) 20. 20±6. 56
　 Village 830(79. 50) 18. 64±6. 43
Education

 

level 14. 213 0. 000
　 Illiteracy 329(31. 51) 17. 35±6. 64
　 Primary

 

school
 

or
 

less 467(44. 73) 19. 24±6. 25
　 Junior

 

high
 

school
 

and
 

248(23. 76) 20. 07±6. 56
　 　 above
Physical

 

disability -2. 134 0. 033
　 Yes 66(6. 32) 17. 18±6. 33
　 No 978(93. 68) 18. 95±6. 53
Chronic

 

disease(kinds)
 

0. 417 0. 741
　 0 470(45. 02) 18. 87±6. 42
　 1 341(32. 66) 18. 66±6. 70
　 2 141(13. 51) 19. 35±6. 43
　 ≥3 92(8. 81) 18. 60±6. 65
Depression -3. 668 0. 000
　 Yes 434(41. 57) 17. 97±6. 22
　 No 610(58. 43) 19. 46±6. 67
Pension

 

insurance 3. 42 0. 001
　 Yes 162(15. 52) 20. 46±6. 61
　 No 882(84. 48) 18. 54±6. 48
Marital

 

satisfaction 11. 339 0. 000
　 Fully

 

satisfied 50(4. 79) 20. 02±6. 81
　 Very

 

satisfied 356(34. 10) 18. 86±6. 52
　 Partially

 

satisfied 405(38. 79) 20. 08±5. 82
　 Not

 

so
 

satisfied 57(5. 46) 17. 91±6. 56
　 Dissatisfied 24(2. 30) 14. 79±5. 41
　 No

 

spouse 152(14. 56) 16. 07±7. 29
Air

 

quality
 

satisfaction 11. 965 0. 000
　 Fully

 

satisfied 41(3. 93) 16. 20±7. 01
　 Very

 

satisfied 342(32. 76) 17. 20±6. 66
　 Partially

 

satisfied 512(49. 04) 19. 81±6. 20
　 Not

 

so
 

satisfied 118(11. 30) 20. 33±6. 13
　 Dissatisfied 31(2. 97) 18. 71±7. 07

MMSE:
 

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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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失能老年人认知功能情况多元回归分析
　 　 以失能老年人认知功能评估得分作为因变量,
以不同人口学变量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
析。 结果显示,教育程度、是否抑郁、婚姻满意度、空
气满意度及有无养老保险对失能老年人认知功能得
分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P<0. 05;表 2)。

表 2　 失能老年人认知功能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n
 

cognitive
 

function
 

of
 

disabled
 

elderly
 

(n= 1 044)

Factor B SE t P
  

value

Gender 0. 155 0. 413 0. 376 0. 707
Age -0. 030 0. 292 -0. 103 0. 918
Location 0. 274 0. 290 0. 947 0. 344
Education

 

level 0. 990 0. 239 4. 136 0. 000
Physical

 

disability -1. 348 0. 806 -1. 673 0. 095
Chronic

 

disease 0. 075 0. 204 0. 367 0. 714
Depression -1. 216 0. 395 -3. 077 0. 002
Marital

 

satisfaction -0. 833 0. 139 -5. 979 0. 000
Air

 

quality
 

satisfaction 1. 471 0. 239 6. 141 0. 000
Pension

 

insurance -1. 785 0. 555 -3. 219 0. 001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中国≥60 岁老年人失能率为
20. 22%,与丁华等[10]采用 IADL 对 CHARLS 数据进
行失能测算的结果基本一致(20. 73% ~ 21. 61%),
略高于 2011 年全国老龄委发布的全国城乡老年人
失能率 ( 19. 0%) [2] , 但低于张小宁等[1] 的研究
(29. 27%)。 研究结果差异可能由各研究在筛选样
本时入组标准有所不同所致。

本研究中失能老年人认知功能 受 损 率 为
56. 13%,略低于孙熠等[11] 的研究中养老机构失能
老人的认知功能受损率 58. 4%。 目前关于老年人
认知功能的研究,全国性样本较少,深圳养老院非失
能老年人认知功能受损率为 40. 2%[12] ,河北、浙江、
陕西及湖南四省≥55 岁非失能老年人轻微认知受
损率为 35. 86%[13] 。 上述研究均表明失能老年人认
知功能受损率远远高于非失能老人,其认知状况不
容乐观,而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与认知功能密切
相关[14] ,提示我们应加强关注失能老年人的认知能
力,积极采取措施预防失能老年人认知功能的下降,
遏制认知与躯体功能间的恶性循环。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失能老年人认知功能在
教育程度、躯体残疾、抑郁状态、有无养老保险、婚姻
满意度和空气满意度上存在显著差异。 其中躯体残
疾的失能老年人认知功能得分显著低于没有躯体残
疾的失能老年人(P<0. 05),这是因为躯体残疾加重
失能程度,失能程度越高认知功能受损越严重,与宫
巧钰等[14]研究相符。 衰老和慢性疾病是老年人认
知功能损害的生物因素和首要原因,是老年学研究

的共识。 随着慢性疾病病程的发展,病理状态将不同
程度加重脑损伤(如缺血缺氧)情况[15] ,导致认知功

能受损。 本研究结果显示,失能老年人的认知功能在
性别、年龄以及慢性病数量等变量上都不存在显著差
异,与以往研究不符[11,15] 。 可能与本研究样本入选

时排除了脑损伤(脑梗死、中风和脑萎缩)的个案、并
对所有存在缺失变量的个案予以剔除有关。

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教育程度、是否抑郁、婚
姻满意度、空气满意度及有无养老保险对失能老年
人的认知功能预测具有显著效果。 教育程度越高的
老年人储备的知识和信息越多,拥有更多的社会参
与、互动和交往的机会,接触更多有效信息的刺激,
认知功能得到较充分的锻炼和保护,因此教育程度
高的失能老年人认知功能较好。 与此同时,有研究
指出教育程度对老年人认知功能的影响具有可干预

性[16] ,通过让老年人参与继续教育可起到保护认知

功能的作用。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抑郁状况是老年
人认知功能损害的危险因素,抑郁状况对认知功能
呈现显著负向影响,同时抑郁会增加痴呆风险[17] ,
提示我们应积极关注失能老年人的心理健康。 从婚
姻状况来看,较好的婚姻状况对老年人认知功能呈
显著正向影响,与郑海清等[18] 研究基本相符,良好

的婚姻状况可以减轻失能老年人的心理压力,降低
精神上的负性应激,有助于保护认知功能。 从空气
满意度来看,本研究中对空气不太满意的失能老年人
认知功能得分最高,对于这一结果,国内外文献暂未
找到提及空气满意度水平对失能老年人认知功能影
响的数据,但关于空气质量和认知功能的研究发现空
气污染会对认知功能造成损害[19] 。 另外,本研究提

示有养老保险的老年人认知功能较好,与朱雅丽
等[20]研究相符,养老保险能够显著提高老年人的认

知能力,对老年人健康有促进作用;同时有研究认为
认知能力较好的老年人更愿意承担自身养老责任,认
知能力对老年人保险需求有明显的促进作用[21] 。

综上所述,我国失能老年人认知功能现状不容
乐观,除年龄、慢性病等生物因素影响外,教育程度、
抑郁状况、养老保险、婚姻满意度和空气满意度等社
会心理因素也影响着失能老年人认知功能损害的发
生。 提示我们,政府及有关部门应积极采取针对性
的预防措施,加强养老基础设施建设,降低失能老年
人继续教育的门槛;关注失能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建
立老年心理服务体系;重视婚姻对老年认知功能的
保护作用;全力改善居住环境,加强空气治理;提高
我国养老保险保障水平和参保率;通过建立完善的
长期照护服务体系,提高失能老年人的长期照护服
务水平,切实解决失能老年人养老问题,助力实现成
功老龄化,推动实现“健康中国”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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