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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探究心理资本对老年人群抑郁的影响。方法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根据全科医生认知评估量表（ＧＰ

ＣＯＧ），老年抑郁量表（ＧＤＳ），心理资本量表对２３５例社区老人进行问卷调查并分析。结果　调查显示，文化程度、性别、配偶情

况、收入情况等对老年人的各项评分具有较大影响。ＧＤＳ得分显示，不同文化程度、性别、配偶情况的老人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犘＜０．０５）；心理资本得分显示，不同年龄、文化程度、性别、配偶情况、收入情况的老人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５）；心理资本得分高者ＧＤＳ得分明显低于心理资本得分低者（犘＜０．０５）；多元线性回归结果表明，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及居住

情况是抑郁情绪与心理资本相关性的控制变量。结论　老年人群的抑郁情况与心理资本有关，针对不同特征的心理干预，可提高

老年人群的心理资本，从而减轻老年人群的负面情绪，降低抑郁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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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逐步加深，老年人群所占比例越来

越高，老年人群的心理健康也得到社会的关注［１］。抑郁是老年

人群常见的心理问题，对其生活质量影响严重，心理资本指个

体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积极心理状态，主要包

括自我效能、韧性、希望、乐观４个核心成分
［２３］。生活状况与

老年人群的文化程度、性别、家庭关系等因素密切相关。现就

生活状况对老年人群抑郁的影响进行调查分析。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２３５例老人进

行问卷调查。纳入标准：（１）年龄大于或等于６０岁。（２）具备

常规的沟通能力，与他人交流无障碍，语言及阅读能力正常。

（３）知情并配合调查。排除标准：（１）非常住人口。（２）问卷内

容不完整有缺失值。

１．２　方法　（１）调查问卷一般资料调查表：调查老年人的文化

程度、收入情况、居住情况、配偶情况、年龄等。（２）老年抑郁量

表（ＧＤＳ）：用于抑郁情绪的评定。（３）老年人心理资本量表：用

于老年人积极心理状态的测定。（３）全科医生认知功能评估量

表（ＧＰＣＯＧ）：用于老年人认知情况的筛查。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

析。计量资料结果组间比较使用狋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

分率表示，组间比较应用χ
２ 检验，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多因素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２　结　　果

２．１　一般资料调查结果分析　２３５例老年人，男１６７例，女６８

例；平均年龄（７６．５±３．４）岁；丧偶６３例，独居４６例；高中及以

上５８例，初中１０３例，小学及以下７４例；月收入５００元以上２８

例，１０００元以上７７例，１５００元以上８２例，２５００元以上

４８例。

２．２　老年ＧＤＳ得分结果分析　计算ＧＤＳ总分，８分以上为高

分组，５分以下为低分组。见表１。

２．３　ＧＤＳ得分与心理资本得分结果比较　ＧＤＳ得分显示，不

同文化程度、性别、配偶的老人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

·２８４· 检验医学与临床２０１７年２月第１４卷第４期　ＬａｂＭｅｄＣｌｉｎ，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７，Ｖｏｌ．１４，Ｎｏ．４



０．０５）；心理资本得分显示，不同年龄、文化程度、性别、配偶、收

入的老人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见表２。

表１　　老年ＧＤＳ得分结果分析（％）

项目 高分组百分比 低分组百分比

１．是否对自己的生活基本满意 ６３ ２７

２．是否放弃很多以往的活动和爱好 ７１ ２９

３．是否觉得自己生活不够充实 ３８ ６２

４．是否常常感到心烦 ５６ ４４

５．是否多数时候都感到精神良好 ４７ ５３

６．是否担心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 ６４ ３６

７．是否多数时候感到幸福 ５２ ４８

８．是否常常感到无依无靠 ３７ ６３

９．是否宁愿在家也不愿去做自己不熟悉的事 ８１ １９

１０．是否感觉自己的记忆力比别的老人差 ７７ ２３

１１．是否认为活到现在真是太好了 ６１ ３９

１２．是否觉得自己很没用 ５９ ４１

１３．是否觉得自己精力充沛 ３２ ６８

１４．是否觉得自己的处境没有希望 ２９ ７１

１５．是否觉得多数人比自己富 ３６ ６４

表２　　ＧＤＳ得分与心理资本得分结果比较（分）

项目 ＧＤＳ 狋 犘 心理资本 狋 犘

年龄（岁）

　６０～ ８．６ １．５６９ ０．２１６ ６７．１ ６．３１１ ０．００１

　７０～ ９．４ ６４．８

　８０～ ９．６ ６３．２

性别

　男性 ８．５ ４．３６２ ０．００６ ６６．８ ３．６３８ ０．００９

　女性 ９．４ ６３．２

配偶情况

　健在 ８．５ ５．３７２ ０．００１ ６６．１ ２．７３３ ０．０２１

　丧偶 １１．３ ６４．３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９．６ ９．１１４ ０．００１ ６３．７ ３．６４２ ０．０１２

　初中 ７．２ ６７．１

　高中及以上 ６．４ ６８．２

收入情况（元／月）

　５００～ １１．４ ６．３７２ ０．００１ ６２．１ ７．８６３ ０．００１

　１０００～ ９．６ ６３．３

　１５００～ ８．７ ６７．２

　２５００～ ７．２ ６８．４

居住情况

　配偶／子女 ７．８ ３．６９８ ０．０１１ ６５．８ ２．２３６ ０．０２８

　独住 １１．６ ６２．５

２．４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多因素回归分析　将影响老人抑郁因素做多因

素回归分析。见表３。

表３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多因素回归分析

项目 β 犛犈（β） χ
２ 犘 犗犚 ９５％犆犐

文化程度 ０．７６３ ０．２４３ ９．８２４ ０．００１ ２．１４５ １．１３４～２．５９７

居住情况 １．０２４ ０．３７６ ７．４２３ ０．００６ ２．７８５ １．１２７～４．３６５

配偶情况 １．１５４ ０．４４２ ６．８１３ ０．００９ ３．１７１ １．３０２～５．６５９

性别 ０．３６６ ０．１２７ ８．２３３ ０．００４ １．４４２ １．１２３～１．８５１

３　讨　　论

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逐步加剧，老年人群得到社会各界的

广泛关注，但在老年人群心理健康方面面临很大的挑战［４］。有

研究报道，老年人群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情况，我国老年人群

的心理障碍超过８０％，也有超过２０％的老年人存在不同程度

的抑郁情况［５６］。本研究调查心理资本对老年人群抑郁情况及

认知情况的影响，通过对老年人的心理干预，提高其心理资本

从而达到降低老年人群抑郁情况的目的，保持老年人群的心理

健康。

本调查结果表明，老年人群的心理资本受文化程度、收入

情况、配偶情况及居住情况等方面的影响［７８］。老年人ＧＤＳ得

分显示，不同文化程度、性别、配偶、收入的老年人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心理资本得分受性别、文化程度、配

偶、居住及收入的影响。文化程度高、配偶健在、月收入高的老

年人心理资本得分较高。文化程度低、丧偶、月收入较低者心

理资本得分较低，ＧＤＳ得分较高。高龄、丧偶、独居、月收入低

者心理资本得分低，ＧＤＳ得分较高。进行心理干预时应将该

情况的老年人作为重点干预对象，确保其心理健康的稳

定［９１２］。

多因素回归分析表明，抑郁情况与心理资本呈负相关关

系，拥有较高心理资本者可通过自身心理素质应对大多数刺激

及压力，因此其ＧＤＳ得分较低。心理资本作为影响老年人心

理健康水平的重要因素，通过有目的的干预可提高其心理资本

达到减轻抑郁的目的［１３１４］。培养老年人的兴趣爱好，让老年

人“走出去”，保持良好的心态，控制自身情绪，提高心理健康水

平［１５］。

综上所述，老年人群的抑郁情况与心理资本有关，对老年

人群进行不同特征的心理干预，可提高老年人群的心理资本，

从而减轻负面情绪，降低抑郁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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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生成和有氧呼吸。乳酸生成也就是葡萄糖有氧呼吸的第一

大步，葡萄糖生成乳酸［３，９］。在正常机体细胞，乳酸的生成仅

发生在氧气缺乏时；但在肿瘤组织一直发生糖酵解，肿块即使

氧供充足，这种现象也不发生改变，这种现象被学术界命名为

ｗａｒｂｕｒｇ效应
［２］。

肿瘤组织超过１００μｍ时，氧供明显减弱，而ｗａｒｂｕｒｇ的切

片是从２００～３００μｍ，因此这种效应可能是一定程度缺氧引

起。肿瘤细胞葡萄糖摄取超过正常细胞３０倍，乳酸释放超过

正常细胞４３倍。有氧糖酵解的增强对肿瘤细胞保持快速增殖

和细胞活动非常重要。肿瘤细胞增殖快速，血管生成速度往往

滞后，因此就会造成局部缺血缺氧的环境。有氧糖酵解赋予肿

瘤细胞更好的生存力，细胞在氧浓度波动较大的微环境中能更

好地存活。糖酵解的主要产物是乳酸和碳酸根等酸性产物，改

变了微环境的ｐＨ值更偏酸性。酸性环境下，癌细胞侵袭力增

强，抑制抗肿瘤免疫因子，这些都使恶性肿瘤具有更强的适应

能力和肿瘤细胞从而更容易快速无限制生长。有氧糖酵解的

表现为糖酵解的增强和有氧呼吸的减弱，具体主要是葡萄糖代

谢和乳酸生成增多加快［１０］。

绞股蓝，又称天堂草、福音草、超人参、公罗锅底、遍地生

根、七叶胆、五叶参、七叶参等，属葫芦科草质攀援植物。茎细

弱，具分枝，具纵棱及槽，无毛或疏被短柔毛［４］。绞股蓝喜阴湿

温和的气候，多野生在林下、小溪边等荫蔽处，多年生攀援草

本。绞股蓝的有效成分主要有绞股蓝皂苷、绞股蓝糖苷（多

糖）、水溶性氨基酸、黄酮类、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矿物质

等［１１］。绞股蓝具有降血脂，调血压防治血栓，防治心血管疾

患，调节血糖，促睡眠，缓衰老，抗癌，提高免疫力，调节人体生

理功能［１２］。中医理论则认为绞股蓝具有益气健脾，化痰止咳，

清热解毒；主治体虚乏力；虚劳失精［４］。

本研究结果表明，绞股蓝皂苷明显抑制了肝癌细胞株

ＨｅｐＧ２的生长，存在一定的剂效关系。同时，绞股蓝皂苷显著

抑制了葡萄糖消耗，降低乳酸生成。从某种角度较为显著地抑

制了 ＨｅｐＧ２的无氧糖酵解，抑制其细胞的能量供应，从而发挥

抗瘤作用，这也与生长实验结果吻合。

参考文献

［１］ ＣｈｅｎＷ，ＺｈｅｎｇＲ，ＢａａｄｅＰＤ，ｅｔ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ｉｎ

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５［Ｊ］．ＣＡＣａｎｃｅｒＪＣｌｉｎ，２０１６，６６（２）：１１５１３２．

［２］ 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ｙａＢ，Ｏｍａｒ ＭＦＭ，ＳｏｏｎｇＲ．Ｔｈｅ Ｗａｒｂｕｒｇ

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ｄ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Ｊ］．ＢｒｉｔＪ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２０１６，１７３

（６）：９７０９７９．

［３］ ＧｌｕｃｏｓｅＲＯ．Ｆａｔｔｙａｃｉｄａｎｄ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ｆｏｒ

ｃａｎｃｅｒ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Ｊ］．ＣｅｌｌＭｏｌＬｉｆｅＳｃｉ，２０１６，７３（２）：

３７７３９２．

［４］ 刘鹏，李榆梅，张虹，等．绞股蓝研究进展［Ｊ］．科技资讯，

２００９，２０（５）：１９５１９６．

［５］ 杜小燕，侯颖，覃华，等．绞股蓝多糖的抗肿瘤作用及其机

制研究［Ｊ］．科学技术与工程，２００９，９（２０）：５９６８５９７２．

［６］ 肖忠革，金芝贵．绞股蓝的抗肿瘤作用及其药理基础［Ｊ］．

浙江中西医结合杂志，２００１，１１（１２）：１６８１６９．

［７］ ＸｉｎｇＳＦ，ＪａｎｇＭ，ＷａｎｇＹＲ，ｅｔａｌ．Ａｎｅｗｄａｍｍａｒａｎｅｔｙｐｅ

ｓａｐｏｎｉｎｆｒｏｍＧｙｎｏｓｔｅｍｍａｐｅｎｔａｐｈｙｌｌｕｍｉｎｄｕｃｅｓａｐｏｐｔｏ

ｓｉｓｉｎＡ５４９ｈｕｍａｎｌｕｎｇ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ｃｅｌｌｓ［Ｊ］．ＢｉｏｏｒｇＭｅｄ

ＣｈｅｍＬｅｔｔ，２０１６，２６（７）：１７５４１７５９．

［８］ ＹａｎＨ，ＷａｎｇＸ，ＷａｎｇＹ，ｅｔａｌ．Ａｎｔｉ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

ｔｉ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ｇｙｐｅｎｏｓｉｄｅｓｉｎｈｕｍａｎｃｏｌｏｎｃａｎｃｅｒ

ＳＷ６２０ａｎｄ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Ｅｃａ１０９ｃｅｌｌｓ［Ｊ］．ＨｕｍＥｘｐ

Ｔｏｘｉｃｏｌ，２０１４，３３（５）：５２２５３３．

［９］ＬｉＣＸ，ＺｈａｎｇＧＦ，ＺｈａｏＬ，ｅｔａｌ．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ｒ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ｉｎｃａｎｃｅｒｃｅｌｌｓ：ｇｌｙｃｏｌｙｓｉｓ，ｇｌｕｔａｍｉｎｏ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Ｂｃｌ２ｐｒｏ

ｔｅｉｎｓａｓｎｏｖｅｌ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ｔａｒｇｅｔｓｆｏｒｃａｎｃｅｒ［Ｊ］．ＷｏｒｌｄＪ

ＳｕｒｇＯｎｃｏｌ，２０１６，１４（１）：１５１６．

［１０］ＹｕａｎＬＷ，ＹａｍａｓｈｉｔａＨ，ＳｅｔｏＹ．Ｇｌｕｃｏｓｅ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ｉｎ

ｇａｓｔｒｉｃｃａｎｃｅｒ：ｔｈｅｃｕｔｔｉｎｇｅｄｇｅ［Ｊ］．ＷｏｒｌｄＪ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

ｒｏ，２０１６，２２（６）：２０４６２０５９．

［１１］闫爱军．绞股蓝的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研究情况［Ｊ］．中

国医药指南，２０１２，１０（１２）：４６９４７０．

［１２］李露，范红艳，戴婷，等．绞股蓝总皂苷的药理作用研究进

展［Ｊ］．吉林医药学院学报，２０１５，３６（２）：１４７１５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９０２　　修回日期：２０１６１１０８）

（上接第４８３页）

［６］ 葛佳楠，陆利娟．心理资本在护理人员抑郁倾向与职业紧

张之间的中介作用［Ｊ］．护理研究，２０１６，３０（２５）：３１２８

３１３２．

［７］ 王阳，隋国媛，王烈，等．医生组织支持感及心理资本与抑

郁症状关系［Ｊ］．中国公共卫生，２０１２，２８（５）：６７９６８１．

［８］ 潘惠英，王君俏，周标，等．老年轻度认知障碍患者抑郁水

平的调查与分析［Ｊ］．中华护理杂志，２０１２，４７（１）：１７１９．

［９］ 李丽娜，王篧，李凤琼，等．老年糖尿病患者抑郁与治疗依

从性调查研究［Ｊ］．护士进修杂志，２０１２，２７（２４）：２２３３

２２３５．

［１０］刘丽婷，胡海霞，高玉霞，等．国内外原发性老年抑郁相关

因素的研究进展［Ｊ］．中国老年学杂志，２０１４，３４（２）：５４７

５４９．

［１１］李丽，吴海燕，王丽国，等．心理干预对脑卒中继发抑郁失

眠患者的效果［Ｊ］．医学临床研究，２０１４，３１（１）：１７８１７９．

［１２］郝立艾，杨伟．心理干预对老年糖尿病患者焦虑、抑郁状

态的效果观察［Ｊ］．医学临床研究，２０１４，３１（９）：１８６４

１８６５．

［１３］董雅娟，田波．心理干预对老年冠心病伴发抑郁患者的效

果观察［Ｊ］．医学临床研究，２０１４，３１（４）：８０４８０５．

［１４］胡利人，郑婵娇，张高华，等．社区老年居民生存质量与抑

郁发生的关系［Ｊ］．中国老年学杂志，２０１５，３４（１９）：５６０２

５６０４．

［１５］刘振静，王立涛，宋欣欣，等．心理治疗在老年抑郁和焦虑

共病患者治疗中的应用效果观察［Ｊ］．山东医药，２０１６，５６

（２）：８６８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９２２　　修回日期：２０１６１１２８）

·６８４· 检验医学与临床２０１７年２月第１４卷第４期　ＬａｂＭｅｄＣｌｉｎ，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７，Ｖｏｌ．１４，Ｎｏ．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