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穆
批京中層尊大等
ＢＥ Ｉ Ｊ ＩＮＧＵ Ｎ ＩＶＥＲＳ ＩＴＹＯＦＣＨ Ｉ Ｎ ＥＳＥＭＥ Ｄ ＩＣ Ｉ Ｎ Ｅ

博士研宄生学位论文
ＴＨ ＥＳ Ｉ ＳＯ ＦＤＯＣＴＯＲ

’

ＳＤＥＧＲＥＥ

题 目 ： 坝上地区农村老年人衰弱中医证候要素

及八段锦干预研究

专业 ： 中西医结合护理学

研究方向 ： 临床护理

学位类型 ： 学术型

博 士 生 ： 张 蓓

导师 ： 刘红霞 教授

二〇二三年五月



目 录

符号说 明 ８

文献综述 ９

综述
一

农村老年人衰弱现状及相关因素研究进展 ９

综述二 老年衰弱 的 中 医证候研宄进展 １ ５

参考文献 ２５

龍 ３ １

第
一

章 顼上地区农村老年人衰弱现状及相关因素研宄 ３ ３

第
一

节 研究方法 ３４

１ ． １ 研宄类型与 内容 ３４

１ ． ２ 研宄对象 ３４

１ ． ３ 调查丁具 ３５

１ ． ４ 资料收集与整理 ３ ６

１ ． ５ 统计方法 ３ ６

第二节 结果 ３７

２ ． １ 研宄对象的
一

般资料及健康情况 ３７

２ ． ２ 农村老年人的衰弱现状 ４ １

２ ． ３ 农村老年人衰弱状况的单因素分析 ４ １

２ ． ４ 农村老年人衰弱状况的多 因素分析 ４４

第三节 讨论 ４６

３ ． １ 农村老年人
一

般资料及健康情况 ４６

３ ． ２ 农村老年人衰弱现状 ５０

３ ． ３ 农村老年人衰弱相关因素分析 ５ １

第四节 结论与展望 ５ ８

４ ． １ 结论 ５ ８

４ ． ２ 展望 ５ ８

第二章 坝上地区农村老年人中医症状及证候要素分布情况研宄 ． ． ． ． ６０

第一节 资料与方法  ６ １

１ ． １ 研宄对象 ． ６ １

１ ． ２ 纳入标准 ６ １

１ ． ３ 排除标准 ６ １

１ ． ４ 研宄方法 ６ １

第二节 结果 ６ ３

２ ． １ 中 医症状分布情况 ６ ３

２ ． ２ 中 医证候要素分布情况 ６４



２ ． ３ 中 医证候要素与衰弱相关性分析 ６４

第二节 讨论 ６ ８

３ ． １ 中 医症状分布情况 ６ ８

３ ． ２ 中 医证候要素分布情况 ７２

３ ． ３ 中 医证候要素与衰弱相关性分析 ７５

第四节 结论与展望 ７７

４ ． １ 辦仑 ７７

４ ． ２ 展望 ７７

第三章 八段锦对农村衰弱老年人影响 的研究 ７９

第
一

节 研究对象 ８０

Ｕ 对象来源 ８０

１ ． ２ 纳入标准   ８０

１ ． ３ 排除标准 ８０

１ ． ４ 脱落标准 ８０

１ ． ５ 终止标准 ８ １

１ ． ６ 样本量计算 ８ １

第二节 研宄方法 ８２

２ ． １ 研究设计 ８２

２ ． ２ 干预方法 ８２

２ ． ３ 观测指标 ８ ３

２ ． ４ 观测时点及指标 ８ ５

２ ． ５ 安全注意事项 ８６

２ ． ６ 统计方法 ８６

２ ． ７ 质量控制 ８６

２ ． ８ 伦理审查 ８ ８

第三节 结果 ８９

３ ． １ 研宄完成概况 ８９

３ ． ２ 研宄对象基木资料 ８９

３ ． ３ 八段锦干预效果 ９ １

第四节 讨论 ９６

４ ． １ 八段锦干预效果讨论 ９６

４ ． ２ 辨证施功讨论 １ ０ １

第五节 结论＃展望 １ ０３

５ ． １结论 １ ０ ３

５ ． ２展望 １ ０３

组吾 １ ０４

会吉 ｉ仑 １ ０４

主要创新点 １ ０４



不足与展望 １ ０５

参考文献 １ ０６

隱 １ ２ １

附录 １ ：
一

般资料调查表 １ ２ １

附录 ２ ： 中文版 Ｔｉｌｂｕｒ
ｇ 衰弱评估量表 １ ２２

附录３ ：Ｃｈａｒｌｓｏｎ共病指数     １２３

附录 ４ ： 综合医院焦虑抑郁量表 １ ２４

附录 ５ ： 中医四诊信息表 １ ２ ５





项上地区农村老年人衰弱 中医证候要素及八段锦干预研宄


撊 安

背景

衰弱是老年医学研究中 的热点和难点 ， 并随着社会老龄化加剧而更受关注 。 在乡村

振兴的时代背景下 ，

？考虑人 口老龄化的城乡倒置现象与城乡老年人健康状况差异 ， 农村

老年人衰弱研宄也成为了 中 国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进程中的重要议题 。 目 前衰弱研

究主要集中在城镇社区 、 医院和养老机构 ， 对农村地区研究尚不充分 。 ．

目 的

旨在调查研究农村地区老年人衰弱现状及其相关因素 、 中医症状和中医证候要素分

布情况及八段锦干预效果 ， 为农村老年人衰弱预防与治疗方案提供多角度参考依据 。

方法

研究
一

： 坝上地区农村老年人衰弱现状及相关因素研究

于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至 ９ 月 采用便利抽样法对张家 口市坝上地区 ６ 个贫困村 ２６０ 岁 的

１ ９５ 例老年人进行横断面研宂 。 使用
一

般资料调查表 、 中文版 Ｔｉｌｂｕｒｇ 衰弱评估量表 、

Ｃｈａｒｌｓｏｎ 合并症量表和综合医院焦虑抑郁量表对衰弱情况进行调查 ， 分析其影响因素 。

研宄二 ： 坝上地区农村老年人中医症状及证候要素分布情况研究

于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至 ９ 月采用流行病学横断面调查方法 ， 采集 １ ９５ 例老人的 中医四诊

信息 ， 分析中医症状和证候要素数据 ， 探宄分布规律 。 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方法探

宄中医证候要素与衰弱的相关性 ， 为老年衰弱的辨证施护提供依据 。

研究三 ： 八段锦对农村衰弱老年人影响的研宄

于 ２０２２ 年 １ ０ 月 至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采用非随机对照试验设计 ， 根据衰弱老年人的参与

意愿与招募顺序 ， 按 １ ： １ 的 比例将 ８０ 例衰弱老年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 。 对照组进行常

规健康教育 ， 试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实施八段锦运动干预 。 运动方案为每周 ５ 次 ， 每次

３ ０ｍｉｎ ， 持续 １ ２ 周 ， 中等运动强度 ， 八段锦动作为第三式
“

调理脾 胃须单举
”

、 第四式

“

五劳七伤往后瞧
”

和第七式
“

攒拳怒 目 增气力
”

。 主要观察指标为 ＴＦＩ 衰弱量表得分

和握力 ， 次要观察指标为单腿站立时间 、 焦虑抑郁量表得分 、 生活质量量表得分和中医

症状积分 。 分别于干预前和干预后 １ ２ 周对两组受试者进行上述指标的测量评估 ， 比较

两组受试者的异同 ， 探讨八段锦对农村衰弱老年人的影响 。

结果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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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一

： 坝上地区农村老年人的衰弱现状及相关因素研宄

１ ． 坝上地 区农村老年人衰弱率为 ８５ ． １ ３％ 。 最常见 的衰弱指标为应对能力下 降

（ ９ １ ．７９％ ） 、 自评身体健康状况不佳 （ ８ ８ ．７２％ ） 、 频繁身体疲劳感 （ ８０ ． ５ １％ ） 、 社会关系

单
一

薄弱 （ ８０ ． ５ １％ ） 和 自感社会支持缺乏 （ ７７ ．９５％ ） 。

２ ． 单因素分析显示 ， 性别 、 年龄、 婚姻状态 、 居住方式、 教育水平 、 月收入、 经济

负担 、 生活方式 （包括运动 、 吸烟和饮酒习惯 ） 、 共病 、 焦虑和抑郁状态对老年人衰弱

得分影响有统计学意义 （均 户 ＜ ０ ．０５ ） 。 其中年龄 、 焦虑得分 、 抑郁得分与衰弱得分呈

正相关０ 

＝

０ ． ３ ８９ 

￣ ０ ．６ １ ７
，
Ｐ ＜ ０ ．００ １ ） ； 月 收入与衰弱得分呈负相关 （ｎＯ ．２４２

，
／
＾

０ ．００ １ ） 。

２ ． 多因素分析显示 ， 焦虑 、 年龄 、 婚姻状态和规律运动进入最终的多元回归方程 ，

其标准化回归系数 ０均在 ０ ． １
？ ０ ．５ 之间 ， 占衰弱总变异的 ５ １ ．０％ 。

研究二 ： 坝上地区农村老年人的 中医症状及证候要素分布情况研究

１ ． 农村老年人最常见的中医症状为腰膝酸软或疼痛 （ ７７ ．９５％ ） 、 食欲不振 （ ３ ６ ．４ １％ ） 、

头晕头痛 （ ３ ５ ． ９％ ） 、 身体乏力 （ ３ ５ ．３ ８％ ） 、 口干 口渴 （ ３２ ．３ １％ ） 、 失眠 （ １ ８ ．９７％ ） 、 精神

倦怠 （ １ ７ ．９５％ ） 、 体痩 （ １ ７ ．９５％ ） 、 耳鸣耳聋 （ １ ７ ．９５％ ） 和肢体麻木疼痛 （ １ ７ ．９５％ ） 。 衰

弱老年人的 中医症状分布与此相似 。

２ ． 农村老年人最常见的病位要素是肾虚证 （ ８９ ．２３％ ） 、 肝虚证 （ ７５ ．９％ ） 和脾虚证

（ ５３ ． ８５％ ） ， 病性要素中虚证 以阴虚证 （ ８３ ． ５９％ ） 、 气虚证 （ ５６ ．９２％ ） 和血虚证 （ ４３ ．０８％ ）

为主 ， 实证以血瘀证 （ ２７ ．６９％ ） 和实热证 （ ２２ ． ８９％ ） 为主 。 衰弱老年人的中医证候要素

分布与此相似 。

３ ． 单因素分析显示 ， 肾虚证 、 肝虚证、 脾虚证 、 心虚证 、 阴虚证 、 气虚证 、 血虚证 、

阳虚证和血瘀证的农村老年人 ， ＴＨ 衰弱量表得分有统计学差异 （Ｐ ＜ ０ ． ０５ ） 。

４ ． 多因素分析显示 ， 肾虚证、 血虚证和阳虚证进入最终的多元回归方程 ， 其标准化

回归系数 ０ 均在 ０ ． ３
￣

０ ．４ 之间 ， 占衰弱总变异的 ２８ ． ５％ 。

研宄三 ： 八段锦对农村衰弱老年人影响 的研究

１ ． 衰弱状态方面 ： 八段锦能降低农村衰弱老年人 ＴＦＩ 衰弱量表总分和心理衰弱得

分 （ Ｐ ＜ ０ ．０５ ） 。

２ ． 肌肉状态方面 ： 八段锦对农村衰弱老年人握力和单腿站立时间无明显作用 （Ｐ ＞

０ ． ０５ ） 。

３ ． 心理状态方面 ： 八段锦有助于降低农村衰弱老年人焦虑和抑郁得分 （ ／
＞ ＜０ ． ０５ ） 。

４ ． 生活质量方面 ： 八段锦有助于提高农村衰弱老年人 ＳＦ －

３ ６ 量表总分 （Ｐ ＜０ ．０５ ）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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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理综合分和心理综合分无明显影响 （尸 ＞ ０ ．０５ ） 。

５ ． 中医症状方面 ： 八段锦有助于降低农村衰弱老年人精神倦怠积分 （Ｐ ＜ ０ ． ０５ ） ， 对

中医症状积分总分和其他单项症状积分无明显作用 （ ＿Ｐ ＞０ ．０５ ）

６ ． 可行性和安全性方面 ： 试验组受试者运动依从性 ＞ ７５％ ， 未发生严重不 良事件 。

结论

１ ． 坝上农村地区老年人衰弱状况不容乐观 ， 衰弱率高 。 焦虑 、 年龄 、 婚姻状态和规

律运动是其衰弱的主要影响因素 。

２ ． 农村老年人最常见中 医症状为腰膝酸软或疼痛 、 食欲不振 、 头晕头痛 、 身体乏

力 、 口千 口渴 、 失眠 、 精神倦怠 、 体瘦 、 耳鸣耳聋 、 肢体麻木或疼痛 ， 最常见病位要素

为肾虚证 、 肝虚证 、 脾虚证 ， 病性要素为阴虚证、 气虚证 、 血虚证 、 血瘀证和实热证 。

衰弱老年人的中医症状和 中医证候要素分布与此相似 。

３ ． 八段锦运动可改善农村衰弱老年人的整体衰弱状态 ， 减轻焦虑抑郁状态 ， 提高生

活质量 ， 缓解精神倦怠 ， 但对握力和单腿站立时间无影响 。 八段锦是
一

项安全性和接受

性较高的运动 。

关键词 ： 八段锦 ； 老年 ； 农村 ； 衰弱 ； 相关因素 ； 证候要素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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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ｆｒａｉ ｌ ｔｙ，

ｒｅ ｌａｔｅｄｆａｃｔｏｒｓ
，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７





琐上地区农村老年人衰弱中医证候要素及八段锦干预研究


符号说明

缩略词 英文全称 中文全称

ＡＣＳＭ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Ｓｐｏｒｔｓ Ｍｅｄ ｉｃｉｎｅ美国运动医学院

ＣＣＩＣｈａｒｌｓｏｎ ｃｏ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Ｃｈａｒｌ ｓｏｎ

合并症指数

ＣＥＳ－Ｄ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ｅｐｉｄｅｍ ｉ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ｃａ ｌｅ流调用抑郁 自 评量表

ＣＦＡＩ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 ｉｖｅｆｒａｉｌ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衰弱综合评估工具

ＣＦＳＣ ｌｉｎｉｃａｌ ｆｒａｉ ｌｔｙ
ｓｃａｌｅ 临床衰弱量表

ＣＯＰＤＣｈｒｏｎ ｉｃ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ｐｕ

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ＣＲＦＣａｓ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ｆｏｒｍ 病例报告表

ＣＲＰＣ－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ｔｅ ｉｎ Ｃ反应蛋 白

ＦＩＦｒａｉｌｔｙ 
ｉｎｄｅｘ 衰弱指数量表

ＦＩ
－

ＩＭＦｒａｉ ｌ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ｅ ｌｄｅｒｌｙ 

ｆｒａｉ ｌ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 ｉｖｅ ｍｅｄ ｉｃ ｉｎｅ中西医结合老年衰弱评估量表

ＦＰＦｒａｉｌｔｙ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 Ｆｒｉｅｄ衰弱表型量表

ＧＯＨＡ ＩＧｅｒｉａｔｒｉｃｏｒ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老年 口腔健康评价指数

ＨＡＤＳＨｏｓｐ ｉｔａｌ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ｐｒｅｓｓ ｉｏｎｓｃａｌｅ综合医院焦虑抑郁量表

ＩＣＦＳ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 ｆｒａｉｌｔｙ
ａｎｄ ｓａｒｃｏｐｅｎｉ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国际衰弱和肌少症研究会议

ＩＱＲ Ｉｎｔｅｒｑｕａｒｔ
ｉｌｅ ｒａｎｇｅ 四分位距

ＩＴＴ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ｔｒｅａｔ 意向性治疗

ＭＮＡＭｉｎ ｉ
－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微型营养评价量表

ＰＳＱＩ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ｓ ｌｅｅｐ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

Ｒ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ｏｆ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ｅｘｅｒｔｉｏｎ主观体力感觉等级量表

ＳＣ ＩＳｙｓｔｅｍ ｉｃｃｈｒｏｎ ｉｃ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ｋｍ 系统性慢性炎症

ＴＦＩＴ ｉｌｂｕｒｇ
ｆｒａｉｌｔ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Ｔ ｉｌｂｕｒｇ
衰弱评估量表

ＴＨＲＴｏｔａ ｌ ｈ ｉｐ
ｒｅｐ 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全髌关节置换术

ＴＮＦ－ａＴｍｎｏｒ ｎｅｃｒｏｓ ｉｓ ｆａｃｔｏｒ
－ａ 肿瘤坏死因子－ａ

ＶＩＦ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方差膨胀因子

８





坝上地区农村孝年人考弱 中医证候要素及八段锦干预研究


文献综述

综述一 农村老年人衰弱现状及相关因素研宄进展

随着全球社会老龄化的加剧 ， 老年衰弱 问题已成为国 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 。 国 内外

研究显示 ， 全球老年社区人群衰弱率为 １ ０ ． ７％ ， 衰弱前期率为 ４ １ ． ６％ ， 我国老年社区人

群衰弱率为 １ ２ ． ８％ ， 医院人群衰弱率为 ２２ ． ６％ ， 养老机构人群衰弱率为 ４４ ． ３％ ， 且经济

欠发达地区较发达地区的衰弱患病率更高 ［
１

，
２

］

。 衰弱 的发生机制 尚不明确 ， 其主要病理

生理改变包括神经 内分泌失调 、 炎性细胞因子增加 、 肌肉量减少等Ｗ 。 衰弱可导致老年

人失能 、 跌倒 、 骨折 、 残疾 、 感染 、 谵妄 、 入院 、 死亡等不 良健康结局风险增加 ［
４＿

６
］

。

国 内外研究表明城市与农村老年人的衰弱发生率及相关因素不同 ， 因此有必要对农

村老年人展开专 门研宄 。 农村老年人的衰弱发生率较城市老年人更高 ， 同时由于农村老

年人与城市老年人在生活方式 、 居住环境 、 教育水平 、 经济收入、 医疗保障和营养状态

等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 其相关因素也存在
一

定差别 。 而现有研宄多集中于城镇 、 医院 、

养老机构中 的老年人 ， 对农村衰弱老年人的关注远远不够 ， 因此有必要加强对农村老年

人衰弱现状及相关因素的研究 。 本文将主要围绕农村老年人衰弱现状及相关因素展开综

述 ， 以期为制定相关预防和干预措施提供参考 。

１ 老年衰弱的概念

老年衰弱是指老年人由于生理储备功能下降等原因 ， 导致机体抗应激能力下降和易

损性增加的
一

种临床综合征 ［
７

］

。 老年衰弱包括生理、 心理、 社会和认知等多个维度 ， 其

生理方面主要表现为体重下降 、 握力下降 、 步速减慢、 活动量减少和 自 感疲乏等 ５ 个指

标 ［
７
］

， 心理方面主要表现为焦虑 、 抑郁 、 应对能力差 ， 社会方面主要表现为缺乏社会支

持、 社会关系单
一

等 ， 认知方面主要表现为认知功能障碍等 ［
８

，
９

］

。

２ 农村老年人衰弱现状

国 内外学者调查分析了农村老年人的衰弱发生率 ， 且结果差异较大 。 国外学者调查

发现巴西农村老年人的衰弱发生率为 ４３ ．４％ ［
１ Ｇ

］

， 斯里兰卡为 １ ５ ．２％ ［
１ １

］

， 印度为 ３ ８ ． ８％ ［
１ ２

］

，

法国为 １ ８ ． ８％ ｔ
１ ３

］

， 韩国为 ２３％ ［
１火 即使在同

一

个国家 ， 由于衰弱评估工具和研宄对象所

在地环境等的差异 ， 其农村老年人的衰弱发生率也存在较大差异 。 我国学者调查发现 ，

１ ７ ． ８％ ？ ６７ ． ３％的农村老年人处于衰弱状态 。 郝文婷％
１ ６味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法 ， 使

用 Ｆｒｉｅｄ 衰弱表型量表 （ ｆｒａｉ ｌｔｙ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 ，
ＦＰ ） 等工具对山东省德州 、 济宁 、 威海三个市

９





烦上地区农村老年人衰弱 中 医证候要素 及八段锦千预研究


区 ６０个农村 ３ ２４ ３ 例老年人展开调查 ， 结果显示 山 东省农村老年人衰弱发生率为 １ ７ ． ８％ ，

衰弱前期发生率为 ６４ ． ７％ 。 王冬燕等 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法 ， 通过 ＦＰ 量表等工具

对 山 东省菏泽市 １ ０ 个行政村 １ ３ ８ １ 例老年人进行横断面研宄 ， 结果显示当地农村老年人

衰弱发生率为 ２０ ． ９％ ， 衰弱前期发生率为 ２ １ ． ５％ 。 ２ ０２ １ 年李月 等 ［
１ ９

］通过 ＦＰ 量表等工具

对 山 东省聊城 、 滨州 、 菏泽 、 潍坊 四地农村 ３４３ 例老年人进行横断面调查研究 ， 结果显

示当地农村老年人衰弱率为 ２ ３ ． ６％ 。 余 自 娟等 采用便利抽样法 ， 通过中 文版 日 本老年

身体衰弱筛查量表等工具对河南省郑州市 ５ 个 自然村 ２ ８４ 例老年人进行横断面调查 ， 结

果显示 当地农村老年人衰弱率为 ６７ ． ３％ 。 整体而言 ， 农村老年人的衰弱率高于城市老年

人 。 但也有
一

些研究发现某些城市老年人的衰弱发生率较农村老年人更高 ［
２ ｈ ２ ２

］

， 这可能

与研究对象在城乡居住地方面存在较大偏倚有关 ， 例如某研究中 ８ 成 以上为农村老年人 ，

而城市老年人 尚不足 ２ 成 也可能与城市老年人在文化程度 、 就医保障 、 症状感知或

认知能力等方面具有
一

定优势有关 ［
２２

］

。

３ 农村老年人衰弱相关因素

３ ． １
—

般因素

３ ． １ ． １ 年龄

年龄是农村老年人衰弱发生的危险因素之
一

。 大量研宄表明 随着年龄的增长 ， 农村

老年人的衰弱发生率增加 。 Ｒｕｉ Ｘｕ 等 ［
２ ３

］通过对全球 ２ ３ 项研究 ３ ２４７ ８ 例农村老年人衰弱

现状及其影响 因素进行系统综述 ， 结果显示年龄增长是衰弱的危险因素 （ Ｐ ＜ 〇 ． 〇 ５ ） 。 余

自 娟等 ［
２ Ｇ

］采用便利抽样法对河南省郑州市 ５ 个 自 然村 ２ ８４ 例老年人进行横断面调查 ， 通

过多 因素 回 归分析衰弱 的相关因素 ， 结果显示年龄是衰弱 的主要影响 因素 （ Ｐ ＜０ ． ０ ５ ） 。

王冬燕等 ［
１ ７

，

１ ８
］

以 山 东省菏泽市 １ ０ 个行政村 １ ３ ８ １ 例老年人为研究对象 ， 通过多 因素

Ｌｏｇ ｉ ｓｔ ｉ ｃ 回 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与衰弱显著相关 （ Ｐ ＜ ０ ． ００ １ ） ， 高龄老年人的衰弱率更高 。

这与 Ｆ ｒ ｉ ｅｄ 等人 ［
７

］的研究结论相吻合 ， 这可能是 由于老年人随着生理年龄的增长 ， 机体

多个生理系统功能衰退 ， 肌肉衰减 ， 肌肉功能下降等情况所造成的 。

３ ． １ ．２ 性别

大量研宄发现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 ， 女性老年人较男性的衰弱率更高 。 ２０ １ ９ 年关

欣等 ［
２２

］采用便利抽样法 ， 通过中西医结合老年衰弱评估量表 （ ｆｒａｉ ｌ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ｅ ｌｄｅｒｌｙ
ｆｒａ ｉ ｌ ｔｙ

ａｓ ｓｅｓ ｓｍｅｎｔｓｃａ ｌ ｅ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 ｉｖｅｍｅｄ ｉｃ ｉｎｅ
，
Ｆ Ｉ

－

ＩＭ ） 和衰弱指数量表 （ ｆｒａ ｉ ｌ ｔｙ
ｉｎｄｅｘ ， Ｆ Ｉ ） 等工

具对北京市城区社区和平谷区某村老年人进行调查研宄 ， 结果显示性别与衰弱显著相关

（ 户 ＜ ０ ． ０ １ ） ， 女性较男性的衰弱程度更高 。 王冬燕等 ［
１ ７

，

１ ８
］ 以 山东省菏泽市老年人为研宄

１ ０





现上地区农村考年人衰弱 中医证候要素及八段锦干预研宄


对象 ， 通过多 因素 Ｌｏｇｉ 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为衰弱的相关因素 ， 女性较男性的衰

弱率更高 ， 并认为这可能与女性生理和激素水平有关 。 但也有
一

些学者 ［
２ （）

］调查发现性别

对农村老年人衰弱的影响无统计学差异 （户 ＞０ ．０５ ） ， 如 ＡｈＲａｍＪａｎｇ 等 ［
１ ４

］以韩国 ６０ 个

农村地区 ３ ８６ 例老年人进行衰弱现状调查 ， 采用多水平 ｌｏｇｉ 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确定农村老年

人衰弱的影响 因素 ， 结果显示年龄 、 文化程度 、 身体活动水平 、 抑郁和认知功能障碍是

衰弱的风险因素 ， 而性别对衰弱无影响 。 未来可对性别与农村老年人衰弱之间的关系进

行进
一

步讨论分析 ［
２Ｑ

］

。

３ ． １ ．３ 婚姻状况

大多数国 内外学者研究认为婚姻状况与农村老年人衰弱无明显关系 。 王冬燕等 ［
１ ７

，
１ ８

］

以农村老年人为研究对象 ， 通过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婚姻状态不是衰弱 的

危险因素 ， 这可能与研究对象的婚姻状况以 已婚且配偶健在为主 。 研宄表明相互支持的

配偶可 以产生 良好的协同作用或能量 ， 成为夫妻之间的重要资源 ［
２４

］

， 对预防和延缓衰弱

具有有益作用 。

３ ． １ ．４ 文化織

文化程度是农村老年人发生衰弱的影响因素之
一

。 大多 国 内外学者 ［
１ ４

，
１ ７

，

１ ８
，
２ （）

］通过对

农村地区老年人进行横断面研宄 ， 结果显示文化程度较低者衰弱率更高 。 但也有很多学

者研宄认为文化程度与农村老年人衰弱之间无明显关联 ［
２ ５

］

， 这可能与农村老年人中大多

都是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有关 。

３ ． １ ．５ 经济水平

国 内外研究表明经济收入对农村老年人衰弱的影响并不明显 １
１ ４

，
２ ５

］

， 这可能与农村老

年人经济收入普遍较低有关 。 余 自娟等 ［
２Ｇ

］调查显示河南省郑州市某农村
一

半 以上的老年

人月 收入低于 １ ０００ 元 ， 胡依娜等 【
２ ５

］调查显示湖南省某偏远农村地区约 ９０％老年人的月

收入低于 ２０００ 元 。 相 比之下 ， 经济水平是城市老年人发生衰弱的影响因素之
一

， 经济

水平较低者衰弱率更高 ［
２Ｗ８

］

， 这也体现了城乡老年人在衰弱相关因素方面的
一

些差异 。

３． １ ．６ 生活来源

目前关于农村老年人就业情况与衰弱关系的研宄尚少 ， 这可能与大多数农村老 人

无固定工作有关 。 但是
一

些学者研宄了生活来源与农村老年人衰弱之间的关系 ， 并发现

两者之间具有
一

定相关性 。 如余 自娟等 ［
２Ｇ

］调查发现生活来源独立的农村老年人衰弱率较

低 ， 其生活来源主要为务农或务工 ， 而生活来源不独立的老年人其来源主要为退休金、

养老金和子女赡养费用 。 生活来源独立者衰弱率较低的原因可能有两方面 ，

一

是其从事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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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定的劳动生产活动 ， 具有
一

定的体力活动量 ， 减少 了躯体衰弱的发生率 ；
二是其在做

出消费决定时更为 自 由 ， 不必顾虑为儿女增添负担等 ， 其心理愉悦感和幸福感更加强烈 ，

降低了心理衰弱的发生率 。 但本研宄认为农村老年人生活来源是否独立可能与年龄之

间存在较大相关性 ， 通常年龄较低的农村老年人尚从事
一

定的工作 ， 生活来源较为独立 ，

衰弱率也更低
一些 。 未来可进

一

步探讨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来源 、 年龄和衰弱三者之间 的

相互关系 。

３ ． １ ． ７ 饮酒

关于饮酒与农村老年人衰弱之间的关系 ， 不同研究者给出 了不同结论 。 有研宄者认

为饮酒是农村老年衰弱的危险因素 ， 并认为这可能与长期饮酒造成肝脏解毒和排泄功能

下降有关 ［
２〇

，
２９

］

。 但也有研究者饮酒是衰弱的保护因素 ， 认为少量饮酒可以改善衰弱状态

ＰＧ
，
２９

，
３Ｇ

］

。 还有
—

些研究者认为饮酒与衰弱之间无明显相关性 ， 这可能与该研究中大多数

农村老年人从不饮酒或吸烟有关 ［
１ ７

］

。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与饮酒累积时长 、饮酒量、

样本量性别 、 年龄、 地域等多种因素有关 ， 未来可扩大调查样本量 ， 减少性別 、 年龄等

其它因素的干扰 ， 进行更加严谨 、 精准和深入的调查研究 。

３ ． １ ．８ 吸烟

与饮酒类似 ， 关于吸烟与农村老年人衰弱之间的关系也存在
一

定争议 。 余 自 娟等 ［
２ （）

］

通过对河南省郑州市 ２８４ 例农村老年人进行调查研究 ， 结果显示吸烟是农村老年人衰弱

的危险因素 （尸 ＜ ０ ．０５ ） ， 吸烟者的衰弱程度高于不吸烟者 。 胡依娜、 王冬燕等 ［
１ ７

，
１ ８

，
２５

］研

宄认为吸烟与农村老年人衰弱之间无明显关联 ， 这可能与该研宄样本中 ３／４ 以上者无吸

烟习惯有关 ， 即调查样本具有
一

定的偏倚性 。

３ ． １ ．９ 运动锻炼

关于运动锻炼对我国农村老年人衰弱的影响 ， 相关研宄数量尚少 。 胡依娜等 ［
２ ５

］采用

便利抽样法对湖南省邵阳市某偏远地区 １ ０ １ 例农村老年人进行横断面研宄 ， 经多因素

Ｌｏｇ 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缺乏运动是其衰弱的独立危险因素之
一

（ Ｐ ＜０ ．０５ ） 。 相 比之下 ，

目 前已有大量研究调查发现缺乏运动是城市 、 医院或养老机构老年人衰弱的危险因素 ［
３ １

，

３２
］

， 建议未来加强对农村老年人衰弱和运动锻炼状况的关注 。

３ ．２ 疾病相关因素

３ ．２ ． １慢

现有研究表明慢性病是农村老年人衰弱的相关因素之
一

， 患有慢性病者衰弱率更高 。

王冬燕等Ｐ〇］通过对山东省农村老年人进行调查研究 ， 经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慢性病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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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是衰弱的主要影响因素之
一

（户 ＜ 〇 ． 〇５ ） ， 并进
一

步认为该研究人群中 的慢性病 （ 以

心血管疾病为主 ） 与动脉粥样硬化紧密相关 ， 可导致代谢异常和病理生理变化而诱发衰

弱 。 余 自 娟等 ［
２Ｇ

］认为慢性病状况不利于农村老年人健康 自评 （户 ＜０ ．０５ ） 而导致衰弱率

增加 。 未来可从慢性病种类或共病等角度展开深入研究 。

３ ．２ ．２ 多重用药

研究显示多重用药是农村老年人衰弱的相关因素之
一

， 多重用药者的衰弱率更高 。

王冬燕 ［
１ ７

，
１ ８

］通过对山东省菏泽市农村老年人进行横断面研究 ， 结果显示研究对象中 多重

用药者 占 １ ６ ． ３％ ， 经多因素 Ｌｏｇ 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多重用药是衰弱的相关因素 （户 ＜

０ ．０ １ ） 。 目 前这方面的研究尚少 ， 这可能与农村老年人健康理念较为淡薄 ， 存在不规律用

药等情况有关 。 未来可加强对农村老年人多重用药状况的关注 ， 进
一

步探讨其与衰弱之

间的关系 。

３ ．２ ．３ 睡眠质量

目 前 ， 关于睡眠质量与农村老年人衰弱是否相关尚无统
一

定论 。 陈长香教授团队 ［
３ ３

］

采用 ＦＰ 量表等工具对河北省唐山市 １ ５ 个农村 １ ４９８ 例农村老年人进行横断面调查研究 ，

结果显示睡眠质量与老年衰弱呈显著相关关系 （户 ＜ ０ ．００ １ ） ， 并认为睡眠障碍可导致焦

虑和免疫力下降等而加速衰弱进展 。 黄俊玲等 ［
１ ５

，

１ ６
，
３４

］通过对河南省商丘市和 山东省德州 、

济宁 、 威海三市农村老年人进行调查研宄 ， 结果显示睡眠质量与衰弱呈显著相关关系 。

然而 ， 余 自娟等 ［
２ Ｑ

］研宄显示睡眠质量与衰弱无明显相关关系 （Ｐ ＞ ０ ．０５ ） ， 这可能与该研

究未使用专门 的睡眠质量测评工具如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 （ Ｐ 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ｓ ｌｅｅｐ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
ＰＳＱＩ ） 等有关 ， 所收集到的数据可能具有

一

定的主观偏倚性 。 未来可使用睡眠质

量测评工具对农村老年人展开相关调查研究 ， 以更客观地探宄睡眠质量与农村老年人衰

弱之间的关系 。

３ ．２ ．４ 营养状况

现代研宄表明营养状况是农村老年人衰弱的相关因素之
一

。 李月 等 ［
１ ９

］对山东省聊城、

滨州 、 菏泽、 潍坊四市农村 ３４３ 例老年人进行横断面调查研究 ， 通过 ＦＰ 量表和微型营

养评价量表 （ｍｉｎｉ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 
ＭＮＡ ） 对其进行调查评估 ， 结果显不当地农村

老年人衰弱率为 ２ ３ ．６％ ，＿Ａ 量表得分与 ＦＰ 量表得分呈正相关 （ ｒ 

＝

０ ． １ ９２
，
Ｐ ＜

０ ． ００ １ ） ，

即营养不 良的农村老年人其衰弱发生率更高 。

３ ．３ 社会心理学因素

３ ．３ ．１ 抑郁状态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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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研究表明抑郁状态是农村老年人衰弱的危险因素 。 黄俊玲等 ［
３４］通过对河南省商

丘市睢县 ５ 个行政村 ３ ６０ 例农村空巢老年人进行调查研宄 ， 结果显示流调用抑郁 自评量

表 （ 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ｃａｌｅ

，
ＣＥＳ －Ｄ ） 评分与衰弱综合评分工具

（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ｆｒａｉ ｌ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
ＣＦＡＩ ） 评分呈显著正相关 （尸 ＜ ０ ．０ １ ） ，

艮Ｐ

抑郁状态的农村老年人其衰弱程度更高 。 王冬燕等 ［
１ ７

，
１ ８

： ■对山东省农村老年人进行横断面

调查研宄时 ， 也发现抑郁状态的农村老年人其衰弱发生率更高 ， 并认为这可能与抑郁和

衰弱两者具有相似的生物学机制有关 。 现代生物学研究表明抑郁和衰弱均与炎性细胞因

子激活有关 ， 如 白介素 １ 、 白介素 ６ 、 干扰素和肿瘤坏死因子等 。 未来可从生物学角度

更客观 、 更深入地探宄抑郁与衰弱之间的关系 ， 并结合农村老年人出现抑郁的具体原因

制定相应的预防和干预措施 ， 以减轻和缓解其抑郁和衰弱状态的进展 。

３ ．３ ．２ 家庭離会钱

现代研究表明家庭或社会支持是农村老年人衰弱的影响因素之
一

。 陈长香教授团队

［
３ ３

］通过对河北省唐山市 １ ５ 个农村 １ ４９８ 例农村老年人进行横断面研究 ， 结果显示家庭支

持与衰弱呈显著相关关系 （ ｉ
＞ ＜０ ．００ １ ） ， 并认为家庭支持有助于减少农村老年人的负性

情感 ， 即使遭遇生活压力事件 ， 也能更快 、 更积极地调节其不 良情绪 ， 有助于维持身心

健康 ， 减轻或缓解其衰弱的严重程度 。 赵丹 ［
３ ５

］采用分阶段分层抽样法对山东省 ２６５４ 例

农村空巢老年人进行横断面调查 ， 结果显示 ６ ． ３％的农村空巢老年人存在认知衰弱 ， 社会

支持水平越高的农村老年人越不容易发生认知衰弱 （ 〇及 ＝

０ ．５ ８
，
Ｐ 

＝
０ ． ００７ ） 。 未来可加强

对农村老年人心理 、 社会、 认知衰弱的筛查评估 ， 注重提升其家庭或社会支持水平 。

３ ．４ 其它

３ ．４ ． １Ｐ腔健康

王志燕等 ［
３ ６

］采用便利抽样法 ， 通过 ＦＰ 量表和老年 口腔健康评价指数 （ＧｅｒｉａｔｒｉｃＯｒ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
，
ＧＯＨＡＩ ） 对其进行调查研究 ， 结果显示 ８ 成以上农村老年人存

在 口腔健康问题 ， ＧＯＨＡＩ 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与 ＦＰ 得分均呈负相关 （Ｐ ＜ ０ ．０ １ ） ， 即 口腔

健康状况不佳者其衰弱发生率更高 ， 并认为 口腔健康与冠心病 、 慢性炎症等疾病相关 ，

可导致衰弱的发生和发展 。

３ ．４ ．２ 躯体疼痛

王冬燕 ［
１ ７

］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法对山东省菏泽市 １ ０ 个行政村 １ ３ ８ １ 例老年人进行

横断面研究 ， 其多因素 Ｌｏｇｉ 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躯体疼痛是衰弱的相关因素之
一

， 具

有躯体疼痛的农村老年人衰弱率更高 。

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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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４ ．３ 便秘

王冬燕 ［
１ ７

］通过对山东省菏泽市 １ ０ 个行政村 １ ３ ８ １ 例老年人进行横断面研究 ， 其多因

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便秘是衰弱的相关因素之
一

， 具有便秘的农村老年人衰弱

率更高 。

除以整体农村老年人为研究对象外 ，

一

些学者还针对特定的农村老年人 （如合并高

血压 、 糖尿病 、 冠心病 、 脑卒中 、 阿尔兹海默症 、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疾病者 ） 进行了

相关调查 ， 研究上述特定人群的衰弱现状和相关因素 。 如何绍前等 ［
３ Ｇ

］对贵州省铜仁地区

的农村老年高血压患者进行衰弱现状及相关因素研宄 。 此外 ，

一

些学者开始聚焦到农村

老年人认知 、 心理和社会衰弱的现状和相关因素 ， 如赵丹 ［
３ ５

］采用分阶段分层抽样法对山

东省 ２６５４ 例农村空巢老年人进行横断面调查 ， 结果显示 ６ ．３％的农村空巢老年人存在认

知衰弱 ， 且社会支持水平越低的农村老年人越容易发生认知衰弱 ， 并建议加强对农村老

年人认知衰弱的筛查评估 ， 提升其社会支持水平 。

综上 ， 近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 内 学者开始关注农村老年人的衰弱状况 （包括躯

体、 心理、 社会和认知等多维度衰弱状况 ） 及其相关因素 。 而且不同学者所使用 的衰弱

测评工具不同 ， 所关注的角度也不同 ， 例如有学者主要关注营养状况与衰弱之间的关系 ，

有学者主要研究规律运动与衰弱之间的关系 ， 从不同角度对农村老年人衰弱现状和相关

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 。 尽管学者对饮酒、 吸烟 、 睡眠质量等因素对衰弱的影响认识尚不

统
一

， 但已做出 了有益的探索 ， 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

综述二 老年衰弱的中医证候研宄进展

老年衰弱是指老年人由于多个生理系统功能的累积下降引起的机体易损性增加 、 抗

应激能力减退的
一

种生物综合征 ［
７

，
３７

］

。 老年衰弱不仅发生率较高 ， 而且与多种不 良健康

结局相关 ， 对家庭和社会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 现代医学对老年衰弱的发病机制 尚不明确 ，

其治疗手段和治疗效果也不够理想 。 值得注意的是 ， 我国古代医籍中记载了大量与老年

衰弱相关的理论知识和技术手段 ， 对治疗老年衰弱具有
一

定的优势和特色 。 近年来 ， 己

经有越来越多 的学者开始从中医学角度ｆｆ究老年衰弱 问题 ， 并取得了初步进展 。 辨证论

治是中医学认识和治疗疾病的根本原则 ， 是中医诊疗过程的核心 ， 可以有效地指导中医

临床实践 。 目 前 ，

一

些学者围绕老年衰弱的 中医证候进行 了初步探索研宄 ， 并得出 了
一

些有意义的结论 ， 有助于更好地指导辨证论治或施护等 。 本文将总结相关文献研究 ， 并

主要从证候分类 、 证型分布和症状分布三个角度综述如下 。

１ 中医证候分类研宄
１ ５





坝上地 区农村老年人衰弱 中 医证候要素及八段锦干预研 究


传统医学对衰弱 己有
一

定的认识 ， 其认为衰弱应属于
“

虚劳
”“

虚损
”

范畴 。 清代

尤在泾 《金匮翼 》 中指 出
“

虚劳
”“

盖积劳成虚 ， 积虚成弱 ， 积弱成损也 。

”

清代吴谦

在 《医宗金鉴 》 中指 出
“

虚者 ， 阴 阳 、 气血 、 荣卫 、 精神 、 骨髓 、 津液不足是也 。 损者 ，

外而皮 、 脉 、 肉筋 、 骨 ， 内而肺 、 心 、 脾 、 肝 、 肾消损是也 。

”

而清代沈金鳌则认为
“

虚

者 ， 气血之虚 。 损者 ， 脏腑之损 。 虚久致损 ， 五脏皆有
”

（ 《杂病源流犀烛 》 ） 。 但受限于

统计科学与数据处理技术 ， 传统医学 中缺乏关于证候分类的定量研究和统计分析 ， 证候

方面主要 以医籍记载和医者经验为依据 ， 认为虚劳主要证候有五脏俱虚 、 脾肾不足等 。

如清代何炫在 《何 氏虚劳心传 》 中认为 ：

“

若脾 胃
一

损 ， 则血不生 ， 而阴 不足 以配阳 。

”

清代李士材在 《病机沙篆 》 中认为
“

夫人之虚 ， 不属于气 ， 即属于血 ， 五脏六腑莫能外

焉 ， 而独举脾肾者 。

”

明代张景岳在 《景岳全书 》 主张 ：

“

凡劳伤虚损 ， 五脏各有所主 ，

而惟心脏最多 ， 且心为君主之官 ，

一

身生气所系 ， 最不可伤 。

”

此外有气血亏损 、 阴 阳

失衡等证 ， 如张景岳认为
“

病之虚损变态不同 。 因有五劳七伤 ， 证有营卫脏腑 ， 然总之

则人赖 以生者 ， 惟此精气 ， 而病为虚损者 ， 亦惟此精气 。 气虚者 ， 即 阳虚也 ； 精虚者 ，

即 阴虚也 。

”

现代学者基于临床数据分析和古代文献记载 ， 分析了衰弱常见的 中 医证候 ， 以便于

开展临床调查 、 干预研宄与疗效评价 。 ２０２０ 年衡先培 牵头完成了首个关于老年衰弱 的

中 医 内科临床诊疗指南 ， 该指南指 出老年衰弱的 中 医证候类型主要包括 ： 肾精亏虚证 、

气血亏虚证 、 脾肾阳虚证 、 脾虚痰湿证 、 五脏虚弱证 ， 为中 医药辨证施治老年衰弱患者

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 。 然而 ， 不同学者关于老年衰弱的辨证分型标准仍有较大分歧 ， 例

如戚璐 ［
３ ９

］研宄结果显示在实际医疗环境中仅有 １ ２ ． ６ ８％的衰弱患者其证候类型与指南吻

合 ； 李金辉等人 ［
４ Ｇ

］研究结果显示有必要在指南之外重新制定
一

套辨证分型标准 ， 以更全

面地覆盖衰弱人群的证候类型 ， 更精准地指导 中 医临床实践 。 总之 ， 国 内 学者关于老年

衰弱 的辨证分型标准 尚未达成
一

致的认识 ， 大多学者仍依据文献理论和临床经验进行辨

证 ， 得 出 的证候类型具有 明 显 的差异性 。 如何制定 出
一

套更全面 、 更精准 、 更符合实际

医疗环境的辨证分型标准仍是
一

个亟待解决的 问题 。

２ 中医证候分布研宄

除 了不同学者研究得 出 的证候分型不同外 ， 其得 出 的证候分布情况亦不同 。 戚璐 ［
３ ９

］

通过 Ｆｒｉ ｅｄ 衰弱评估量表对天津中 医药大学第
一

附属医院老年病科 门诊部的老年患者进

行评估 ， 筛选 出衰弱前期和衰弱期的老年衰弱患者 （ 《
＝
１ ５ ４ ） ， 收集其中 医 四诊信息 ，

采用 因子分析等统计方法研宄衰弱前期和衰弱期老年患者的常见 中医证候 ， 结果显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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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弱 前期和 衰弱 期 老年患者 的常见 中 医证候为 阴 虚火旺证 （ ２ ０ ．４ ３％ ） 、 脾 肾气虚证

（ １ ２ ． ６ ８％ ） 、 气虚血瘀证 （ １ ２ ． ２４％ ） 、 心肾阳虚证 （ ７ ． ５ ５％ ） 、 血虚津亏证 （ ７ ． ４ ３％ ） 、 肝肾

阴虚证 （ ７ ． ２６％ ） 。 刘亚楠 ［
４ １

］通过 Ｆ ｒ ｉｅｄ 衰弱评估量表对福建省人民医院 内科 门诊和住院

部的老年患者进行评估 ， 筛选 出老年衰弱 患者 （ ｎ
＝

２００ ） ， 并根据 自行制定的老年衰弱

中 医辨证标准对其进行中 医证型辨证 ， 结果显示老年衰弱患者的 中 医证候类型 以气血亏

虚证 （ ３ ９％ ） 、 脾虚痰湿证 （ ３ ６％ ） 、 肾精亏虚证 （ １ ５％ ） 、 脾肾 阳虚证 （ １ ０％ ） 为主 。 李

金辉等 通过 Ｆｒｉｅｄ 衰弱评估量表对北京老年医院 中 医科 门诊和住院部的老年患者进行

评估 ， 筛选出 老年衰弱患者 （ 》
＝

６ １ ） ， 并根据 自 行拟定的 《老年衰弱 中 医证候调查表 》 ，

收集老年衰弱患者的 中 医 四诊信息 ， 结果显示老年衰弱 患者 中 的虚证 以气虚 （ ５２ ． ５％ ） 、

阴虚 （ １ １ ． ５％ ） 为主 ， 实证 以痰湿 （ ３ ６ ． ０７％ ） 、 气郁 （ ２６ ． ２ ３％ ） 为主 ， 主要病位为肝 、 肾 、

心 、 脾 。 何燕青 ［
４２

］通过 Ｆｒ ｉｅｄ 衰弱评估量表对云南省 中 医医院的老年患者进行衰弱评估 ，

筛选出老年衰弱患者 （ 《
＝

１ ３ ０ ） ， 并根据 《 中医 内科临床诊疗指南 ？ 老年衰弱 （ 制定 ） 》

进行 中 医证型辨证 ， 结果表明老年衰弱患者常见的 中 医证候类型为气血亏虚证 （ ３ ３ ． ８％ ） 、

五脏虚弱证 （ ２０ ． ８％ ） 、 脾虚痰湿证 （ １ ９ ． ２％ ） 、 肾精亏虚证 （ １ ５ ． ４％ ） 、 脾肾 阳虚证 （ １ ０ ． ８％ ） 。

王博深 ［
４ ３

］通过 Ｆｒ ｉｅｄ 衰弱评估量表对北京市 、 辽宁市和沈阳市 ４ 家医院的老年患者进行

衰弱评估 ， 筛选 出老年衰弱患者 ５ ００ ） ， 并根据 《 中 医 内科临床诊疗指南 ？ 老年衰

弱 （制定 ） 》 进行 中 医证型辨证 ， 结果表明老年衰弱患者常见的 中 医证候类型为气血两虚

证 （ ２ ９ ． ０％ ） 、 脾肾阳虚证 （ ２６ ． ８％ ） 、 肝肾阴虚证 （ ２５ ． ８％ ） 、 脾虚痰湿证 （ １ ８ ． ４％ ） 。 此外 ，

王博深 ［
４ ３

Ｈ人为老年衰弱 的病机特点为 以虚为本 ， 虚瘀并见 ； 老年衰弱的病机演变规律为

由气血虚弱逐渐向肝肾阴虚和脾肾阳虚进展 ， 最终导致阴 阳两虚 ；
血瘀证作为重要的病

理因素贯穿整个老年衰弱 的病机演变过程 ， 且普遍存在 。

将上述研宄中 的相似证型进行整理后发现 ， 不 同研宄者得 出 的证候分布情况具有明

显差异 ， 这与样本量少 、 辨证分类标准不 同 、 证候动态性变化 、 地域不 同 、 时节不同等

多方面因素有关 ， 未来可通过大样本 、 多 中心 、 更加科学严谨的临床调查研宄来加深对

老年衰弱证候分布的认识 。

３ 中医症状分布研宄

关于 中 医症状分布研宄 ， 我国古代医籍侧重于医理分 、 辨证论治和病案记录 ， 缺少

症状的定量分析 。 近年来 ， 在统计工具帮助下 ， 研究者对患者中 医症状的频数频率分布

进行 了深入研宄 ， 总结 了老年衰弱 的常见中 医症状及其分布情况 。 戚璐 ［
３ ９

］研究结果显示 ，

老年衰弱患者中 出现频次 占前 １ ０ 位的症状依次为头晕 、 小便清长 、 心悸 、 气短 、 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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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失眠、 纳少 、 面色不华 、 大便干结 、 腹胀等 。 刘亚楠 ［
４ １

］研宄结果显示 ， 老年衰弱 患

者中 出现频率前 １ ０ 位的症状依次为体弱乏力 、 头晕 、 耳鸣 、 消瘦 、 精神疲惫 、 腰膝酸

软 、 健忘 、 纳呆 、 食欲不振 、 耳聋 、 心悸气短 。 何燕青 ［
４２

］研宄结果显示 ， 老年衰弱患者

中 出现频率前 ８ 位的症状依次为精神疲惫 、 心悸气短、 乏力 、 消瘦 、 头晕 目 眩 、 腰膝酸

软 、 纳差 、 失眠等 。 王博深 ［
４３

］研究结果显示 ， 老年衰弱患者 中 出现频率前 １ ０ 位的症状

依次为神疲乏力 、 腰膝酸软 、 倦怠乏力 、 头晕眼花 、 皮肤千燥或瘙痒 、 头晕 目 眩 、 腿抽

筋 、 畏寒怕冷 、 夜尿频多 、 形寒肢冷等 。

４ 其它

除上述 中医证候分类 、 证候分布和症状分布外 ， 我国学者在证候量化诊断方面也取

得 了
一

定的进展 。 中 医证候量化诊断指通过利用相关症状和指标 ， 构建结构方程 ， 确立

诊断阈值 ， 从而定量诊断得出 相应的 中医证型 ［
４４

］

。 ２０ １ ８ 年 ， 北京医院中医科 、 国家老年

医学中心的研究团 队 ［
４ ５ ＇ ４ ６

］ 以衰弱指数模型为框架 ， 结合临床衰弱量表 （ Ｃ ｌ ｉｎｉ ｃａｌＦ ｒａｉ ｌｔｙ

Ｓｃａ ｌ ｅ
，

ＣＦＳ ） ， 构建 了 以 中医虚证相关症状为核心指标的 《 中西医结合老年衰弱评估量表 》 ，

并进
一

步验证表明该量表具有 良好的信效度 ， 可作为北京城乡老年居民衰弱评估工具 ，

为我国老年衰弱的证候量化研究做出 了重要贡献 。

５ 小结

综上 ， 老年衰弱的 中 医证候研宄方面 已取得
一

些成果 ， 并逐渐向证候规范化和标准

化的方向发展 。 此外 ， 老年衰弱的 中 医证候研宄主要存在 以下不足之处 。 第
一

， 不同 中

医学者得到 的老年衰弱 中医证候类型不同 ， 这就导致研宄成果在进
一

步指导 中 医药辨证

施治时可能给中医临床实践者带来
一

定的 困惑或忧虑 。 造成这
一

问题的主要原因是老年

衰弱 中医证候研宄均未建立在对中医诸证进行规范研究的基础上 。 由于证的称谓不尽相

同 ， 构成同 名证的症状不尽
一

致 ， 证的诊断标准有所差别 ， 老年衰弱 中 医证候的同类或

相关研宄 出现 了
一

些差异 ， 很难进行不 同研究之间 的相互交流或对照 。 第二 ， 老年衰弱

的 中医证候研宄主要关注的是城镇老年人群 ， 而对农村老年人群的关注度远远不够 。 大

量调查研宄显示 ．

？ 文化程度或经济水平较低的人群更易发生衰弱 。 这也就意味着 ， 农村

老年人较城镇老年人衰弱率更高 。 即农村老年衰弱人群是
一

个人 口基数很大的弱势群体 ，

亟需学术界和社会政府重视和关注 。 第三 ， 目 前老年衰弱 中医证候研究 尚停留在 中医证

候分布特征方面 ， 尚没有根据辨证结果进行进
一

步的 中医药辨证施治研宄 。

综述三 老年衰弱的中医药干预研宄进展

老年衰弱是指老年人 由 于生理储备功能下降等原 因导致机体抗应激能力下降和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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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性增加的
一

种临床综合征 ［
７

］

。 老年人衰弱发生率较高 ， Ｃｏ ｌ ｌａｒｄ 等人Ｗ发表的系统综述 ，

纳入了美国 、 加拿大 、 意大利 、 英国和中 国等 ２ １ 项原始研宄 ， 结果显示全球老年社区

人群衰弱发生率为 １ ０ ． ７％ ， 衰弱前期发生率为 ４ １ ． ６％ 。 我国研宄者 田鹏等人 ［
２

］发表的系

统综述 ， 纳入了２９ 项原始研究 ， 结果显示中 国老年社区人群衰弱发生率为 １ ２ ． ８％ ， 医院

人群衰弱发生率为 ２２ ． ６％ ， 养老机构人群衰弱发生率为 ４４ ． ３％ ， 且经济欠发达地区较发

达地区的衰弱发生率更高 。 衰弱与年龄 、 性别 、 文化程度 、 经济水平 、 慢性病 、 营养水

平 、 睡眠质量、 缺乏运动等多种因素有关 ［
５
］

。 衰弱的发生机制 尚不明确 ， 其主要病理生

理改变包括神经内分泌失调 、 炎性细胞因子增加 、 肌肉量减少等 ［
３

］

。 衰弱可导致老年人

失能 、 跌倒 、 骨折 、 残疾、 感染 、 谵妄 、 入院 、 死亡等不 良健康结局风险增加 ， 并能解

释疾病预后 、 康复效果和生活质量等方面存在的差异 ［
４
￣

６
］

。 值得注意的是 ， 衰弱是
一

个早

期可逆的过程 ｆ
４７

］

， 及时采取适当 的干预措施可有效缓解或逆转老年人的衰弱状态 ， 避免

不 良健康结局 的发生 。 目 前 ， 衰弱的干预措施主要有运动干预、 营养干预 、 共病和多重

用药管理、 多学科团队合作的医疗护理模式等 ［
４８

］

， 其中运动千预是 目 前预防和治疗衰弱

的首选方法 。

传统中医学中并无
“

衰弱
”

这
一

病名 ， 但根据衰弱的主要病理表现和病理生理特征 ，

其应属于
“

虚劳
”“

虚损
”

范畴 。 清代尤在泾 《金匮翼 》 中指出
“

虚劳 ，

一

曰虚损 。 盖

积劳成虚 ， 积虚成弱 ， 积弱成损也 。

”

清代吴谦在 《医宗金鉴 》 中指出
“

虚者 ， 阴 阳 、

气血、 荣卫、 精神 、 骨髓 、 津液不足是也 。 损者 ， 外而皮 、 脉 、 肉筋 、 骨 ， 内而肺、 心 、

脾 、 肝 、 肾消损是也 。

”

而清代沈金鳌则认为
“

虚者 ， 气血之虚 。 损者 ， 脏腑之损 。 虚

久致损 ， 五脏皆有
”

（ 《杂病源流犀烛 》 ） 。 因此 ， 传统医学中认为虚劳的病因主要有先天

体弱 、 劳倦过度 、 饥饱失度 、 情志郁结 、 自 然环境恶劣 、 生活境遇艰苦、 久病误治等 ，

病机特点为五脏虚弱 ， 脾肾尤甚 ； 气血津液亏虚 ， 阴 阳失衡 ； 虚实夹杂 ， 动态变化 ［
４９

，
５Ｇ

］

。

根据病因病机 ， 中医治疗虚劳的主要思路有扶正补虚 ， 兼以祛邪 ， 辨证用药 ， 综合

护理。 张仲景在辨证的基础上提出
“

去瘀生新 ， 祛邪安正
”

的思想 ， 张景岳则强调阴 阳

兼补 ， 薛立斋则 以补中益气汤补益脾 胃 ， 用六味地黄丸调理肝肾 。 同时 ， 中 医重视
“

治

未病
”

， 注重疾病的预防 、 养生调摄与前期治疗 。 中医药治疗虚劳的主要方法有中药治

疗 、 传统运动治疗、 其它治法以及中医药综合治疗等 。 现代学者可 以在遵循中医学理论

体系基础上 ， 根据国际指南或方法开展相关研宄 ， 构建具有中医特色的老年衰弱治疗或

护理体系 ， 将中医学术理念应用到衰弱的预防与治疗中 。

１ 中药治疗

１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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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医学认为衰弱与肌少症 、 营养不 良和慢性疾病等紧密相关 ， 而缓解肌少症 、 提

高营养水平和控制慢性疾病能有效缓解或减轻衰弱状态 。 中 医学认为肌少症和营养

不 良与脾主运化和主 四肢肌肉 的生理功能密切相关 ［
５ ３

］

。 同时 中 医学强调从整体观治疗老

年衰弱 ， 即将局部或单
一

的老年衰弱 问题放在全局或整体的高度 ， 结合主要的慢性疾病

和亚临床状态 ， 将老年衰弱划分为不 同 的类型或阶段 ， 然后通过气血 、 经络 、 脏腑等辨

证方法 ， 更加精准地分析老年衰弱的疾病特点并进行施治 ， 从而有利于更好地发挥中 医

学的特色和优势 ， 更好地延缓或减轻患者的衰弱状态 ［
５ ４

］

。 因此中 医学在治疗老年衰弱时

也是从这些方面入手 ， 即通过补益脾肾或者益气活血等治法增强其肌肉力量和功能 ， 提

高其营养水平 ， 控制其慢性疾病 ， 从而达到治疗衰弱 的 目 的 。

洪秀芳等 ［
５ ５

］通过随机对照试验 ， 将 １ ２ ０ 例浙江医院老年医学科住院部的老年衰弱和

衰弱前期患者分为两组 ， 其中对照组接受常规药物治疗和健康教育 ， 试验组在对照组的

基础上接受补脾益肾方治疗 （药物组成包括熟地 、 山萸 、 山 药 、 菟丝子 、 川牛膝 、 党参 、

茯苓 、 白术 、 甘草等 ） ， 治疗周期为 １ ２ 周 。 结果显示在常规治疗基础上联合补脾益肾 中

药方有助于缓解老年衰弱患者的衰弱状态 ， 改善其营养状态 。 李娟 ［
５ ６

］通过随机对照试验 ，

将 ７２ 例云南省 中 医医院老年病区 的气虚血瘀型老年高血压合并衰弱患者分为两组 ， 其

中对照组接受 口服降压药治疗 ， 试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接受益气活血汤治疗 （药物组成

包括黄芪 、 太子参 、 丹参 、 川芎 、 三七粉等 ） ， 共治疗 ８ 周 。 结果显示试验组与对照组均

能有效控制高血压 ， 但试验组更能显著缓解气虚血瘀型老年高血压合并衰弱患者的衰弱

状态 ， 降低其血压 ， 改善其中医证候表现 。

综上 ， 国 内 外学者通过采用 中药治疗手段对老年衰弱进行 了初步临床干预研宄 ， 并

得到
一

些有意义的结论 。 但 由于老年衰弱 的诊断标准 、 治则和辨证分型等 尚不统
一

， 同

时缺乏多 中心 、 大样本 、 更加规范严谨的临床证据支撑 ， 其结论有待于进
一

步验证 。

２ 传统运动治疗

现代医学认为衰弱与骨骼肌肉系统的衰老密切相关 。 ２０ １ ９ 年 ， 国 际衰弱和肌肉减少

症研宄会议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 Ｆ ｒａｉ ｌ ｔｙ
ａｎｄＳ ａｒｃｏｐｅｎ

ｉ ａ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
ＩＣＦＳＲ ） 工作组

制定的针对老年衰弱 的指南—— 《 国 际临床实践指南 ： 身体衰弱 的识别和管理 》
［
４ ８

］

， 指

出运动治疗是预防和治疗衰弱的最可行方法 ， 并强烈建议为所有衰弱老年人提供运动锻

炼计划 。 近年来 ， 临床试验表明八段锦等健身气功可 以有效预防或缓解衰弱前期和衰弱

期老年人的衰弱状态 ， 改善其肌肉力量 、 平衡能力 、 心理状态和生活质量等 。

２ ． １ 八段锦

２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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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前针对老年衰弱 的 中 医传统运动主要有八段锦 、 五禽戏 、 易 筋经和太极拳等 ， 尤

以八段锦为主 （包括坐式八段锦和立式八段锦 ） 。 国 内外研宄发现八段锦可 以有效改善

老年衰弱患者的身体衰弱和认知衰弱状态 ， 增强其肌肉力量 、 平衡能力 、 躯体活动能力 ，

缓解其抑郁情绪 ， 提高其认知能力和生活质量等 ， 初步揭示 了八段锦能够有效改善身体

衰弱和认知衰弱状态 （ 即 身心 同调 ） 的可能机制 。

近年来 ， 许多 国 内 外学者通过随机对照试验等研究 了立式八段锦对老年衰弱患者的

预防和治疗作用 。 侯晓琳 ［
５ ７

］采用 随机对照试验 ， 将成都市某养老机构的 ８ ０ 例老年衰弱

患者随机分为两组 ， 其 中试验组 （八段锦组 ） 接受八段锦训练 ， 每周 ２ ５ 次 ， 每次 ３ ５
？

４５ｍ ｉｎ ， 共干预 １ ２ 周 ； 对照组 （ 阻力训练组 ） 接受阻力训练 ， 每周 ３ 次 ， 每次 ３ ５ ？ ４５ｍ ｉｎ ，

共干预 １ ２ 周 ， 以研究八段锦对老年衰弱患者的作用 。 结果显示八段锦运动可 以有效延

缓养老机构 中老年人的衰弱状态 ， 增强其躯体活动能力 ， 缓解其抑郁情绪 ， 提高其认知

能力和生活质量 。 高志鹏 ［
５ ８

］通过随机对照试验 ， 将齐齐哈尔市三个区 的 ７ ６ 例衰弱前期

老年人分为两组 ， 其中对照组接受健康教育 ， 试验组接受八段锦运动干预 ， 每周 ５ 天 ，

每天 ３ ０ｍｉｎ ， 共 １ ２ 周 。 结果表明八段锦训练可 以改善衰弱前期老年人的衰弱状态 ， 延缓

其衰弱状态 ， 增强其下肢运动功能 ， 提高其生活满意度 。 郑丽雅等 ［
５ ９

］通过随机对照试验 ，

将福建中 医药大学附属人 民医院心血管 内科 门诊就诊的 ６ ７ 例老年高血压伴衰弱患者分

为两组 ， 其 中对照组接受常规治疗和健康教育 ， 试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接受八段锦训练 ，

每周 ５ 次 ， 每次 ３ ０ｍ ｉｎ ， 共 １ ２ 周 。 结果显示 ， 八段锦有助于改善老年高血压伴衰弱患者

的衰弱状态 ， 降低其血压 ， 提高其生活质量 。 张海娇等 ［
６ （ ）

］采用方便抽样法 ， 将河北省某

两个农村的 ８ ０ 名 下肢肌力衰退老年人分为两组 ， 其中对照组接受健康教育 ， 试验组接

受八段锦联合抗组训练 ， 每周 ５ 次 ， 每次 ６０
？

９０ｍ ｉｎ ， 共 １ ２ 周 。 结果显示八段锦联合抗

阻运动可 以有效改善农村老年人的衰弱状态 ， 增强其下肢肌 肉力量和平衡能力 ， 提高其

睡眠质量 。 Ｓｈｕｋ Ｔ ｉｎｇ
Ｃｈｅｕｎｇ 等 通过

一

项小型随机对照试验 ， 探究 了 八段锦对老年癌

症幸存者衰弱状态 的初步效果及可行性 。 该试验将 ２ ８ 例处于衰弱前期或衰弱期 的老年

癌症幸存者随机分为两组 ， 试验组接受 １ ６ 周 的八段锦训练 ， 对照组接受轻度柔韧性训

练 。 结果表 明 ， 八段锦训练更有助于改善该患者人群的衰弱状态 ， 且该患者人群对八段

锦训练的接受度很高 。 Ｓｈ ｉｏｕ Ｌ ｉａｎｇ
Ｗｅｅ 等 ［

６２
］通过

一

项单臂试验 ， 探宄 了八段锦对社区衰

弱前期 ／衰弱期老年人群的作用及可行性 。 该试验共纳入 １ ５ 例社区衰弱前期 ／衰弱期老年

人 ， 结果显示八段锦有助于缓解或逆转社区衰弱前期 ／衰弱期老年人群的衰弱状态 ， 增强

其认知功能 ， 减轻其抑郁状态 。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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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 部分学者通过随机对照试验等研究 了坐式八段锦对老年衰弱患者的作用 。 何

怡等 通过随机对照试验 ， 将广东省 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 内科住院部的 ６０ 例衰弱前期

老年患者随机分为两组 ， 其中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 ， 试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接受坐式八

段锦联合卧式足部操 ， 干预时间为 １ ４ 天 。 结果显示坐式八段锦联合卧式足部操能延缓

衰弱前期老年患者的衰弱状态 ， 改善其体能状况 ， 提高其 日 常活动能力 。 于彤等 ［
６４

］采用

自 身前后对照试验 ， 对中 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保健医疗部的 ３ ５ 例高年老年人实

施坐式八段锦运动干预 ， 每周 ３
？

５ 天 ， 每天 ２０
？

５ ０ｍｉｎ ， 共 ５ 个月 。 结果显示 ， 坐式八

段锦运动干预可以有效改善高龄老年衰弱患者的整体衰弱状态 （尤其是心理衰弱和社会

衰弱两个维度 ） ， 减轻其疲乏程度 。

近年来 ， 福建中医药大学陈立典教授团 队 ［
６ １ ＿ ６ ５

＿７ １
］通过

一

系列随机对照试验 ， 进
一

步

探究 了八段锦对认知衰弱老年人身体衰弱和认知功能的影响和作用机制 ， 结果表明 ， 八

段锦训练可 以 明显缓解认知衰弱老年人的身体衰弱状态 ， 改善其整体认知功能和注意力 ，

改善其血流动力学指标 ， 提高其生活质量 ， 并从三重脑网络改变和海马亚区体积改变等

角度揭示了八段锦身心 同调的可能机制 ， 认为八段锦训练对衰弱的缓解机制主要与调节

患者的三重脑网络功能连接或海马亚区结构可塑性有关 。

２ ．２ 易筋经

易筋经源于我国古代中医导 引 术 ， 其核心是抻筋拔骨 ， 练习 中注重精神放松 ， 形意

合
一

， 刚柔相济 ， 虚实结合 。 王宾等 ［
７２

］通过随机对照试验 ， 将 ２ ６ 例上海市浦东新区某

社区老年人随机分为两组 ， 其中对照组保持原有生活习惯 ， 试验组接受易筋经运动 ， 每

周 ３ 次 ， 每次 １ 小时 ， 共 １ ２ 周 ， 运动强度为 中等 。 结果显示 易筋经可有效缓解老年增

龄性骨骼肌衰弱状态 ， 提高下肢肌肉力量 。 彭天忠等 ｔ
６ ３

］通过随机对照试验 ， 将 ８ ０ 例老

年肌少症患者分为两组 ， 对照组接受运动疗法治疗 ， 试验组接受新编 易筋经运动 ， 每周

５ 次 ， 每次 ４５ｍ ｉｎ ， 共 ８ 周 ， 运动强度为 中等 。 结果显示新编 易筋经运动可有效改善老

年肌少症患者的 中医临床症状 ， 提高其下肢运动功能和平衡能力 。

２ ．３ 太极拳

太极拳是 目 前 国 内练习人数最多的传统功法 ， 其注重 以柔克刚 ， 练 习过程中肌肉 需

要适度用力 ， 对肌肉 、 关节和韧带均有强化锻炼作用 ， 同时调节呼吸和意念 ， 最终实现

提升练习者的反应能力 、 力量和速度等身体素质 ， 因此
一

般认为坚持太极拳练习对身心

有
一

定好处 。 戈玉杰等 ［
７３？

］通过随机对照试验 ， 将唐山市某两个社区的 ６５ 例衰弱前期

老年人分为两组 ， 对照组采取空 白对照 ， 试验组采取简式太极拳干预 ， 每周 ３ 次 ， 每次

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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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ｍ ｉｎ ， 共 ８ 周 。 结果发现 ， 简式太极拳运动可有效延缓衰弱前期老年人的衰弱状态 ，

增强其运动能力和平衡能力 ， 减轻其抑郁状态 ， 提高其生活质量 。

综上 ， 大量研究表 明 八段锦等 中 医传统运动可有效改善老年衰弱患者的衰弱状态 。

然而 ， 目 前 尚无法确定中 国传统运动在预防或治疗衰弱时的最佳运动频率 、 时 间和强度 。

在大多数衰弱干预研究 中 ， 八段锦等中 医传统运动 的运动频率为每周 ３
？

５ 次 ， 每次 ３ ０

？

６０ｍ ｉｎ ， 干预时 间为 ３
？

６ 个月 ， 运动强度
一

般为从中等强度开始 ， 逐渐增加至高等强

度 。 其中 ， 运动强度可通过心率 、 主观体力感觉等级量表 （ Ｒａｔ ｉｎｇ
ｏｆ Ｐｅｒｃｅ ｉｖｅｄＥｘｅｒｔ ｉｏｎ ，

ＲＰＥ ） 评分和最大肌力等方式进行评估 。 例如 ， 在进行有氧运动时 ， 运动心率建议维持

在最大心率的 ７０％ ？

７５％ ，ＲＰＥ 评分建议在 １ ２
？

１ ４ 分 （有点 困难 ） 。 在进行抗阻运动

时 ， 建议从较低阻力 （ ５ ５％１ＲＭ ） 和较高重复次数 （ １ ２
？

１ ５ 次 ） 开始 ， 逐渐进展到较高

阻力 （ ８ ０％ １ ＲＭ ） 和较低重复次数 （ ４
？

６ 次 ）
［
７ ６

］

。

３ 其它疗法

针对老年衰弱 的其它疗法主要包括食疗 、 膏方 、 生活方式干预等手段 ， 这些探索研

究将对老年衰弱患者的健康维护 、 疾病预防 、 生活质量改善等提供更多 的临床证据支持 。

向玉萍等 ［
７ ７

，
７８

］通过随机对照试验 ， 将成都市某社区的 ７２ 例衰弱老年人分为两组 ，

对照组实施健康教育 ， 试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实施健脾益肾药膳雌鸡粥食疗干预 ， 干预

时间为 ８ 周 。 结果发现健脾益肾药膳雌鸡粥能有效缓解社区衰弱老年人的衰弱状态 ， 改

善其营养状态 ， 增强其躯体活动能力 ， 提高其生活质量 。 樊少仪 ［
７９

］通过非随机对照试验 ，

将 ６ ３ 例社 区衰弱老年患者分为两组 ， 试验组采取健脾养 胃 膏方干预 ， 对照组为膏方安

慰剂干预 ， 干预周期为 ８ 周 。 结果发现健脾养 胃 膏可有效缓解衰弱老年人的衰弱状态 ，

增强其躯体活动能力 ， 减轻其抑郁和焦虑状态 ， 提升其免疫球蛋 白 Ｉｇ
－Ａ 和维生素 Ｄ 水

平 ， 降低其 Ｃ 反应蛋 白 （ Ｃ －

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ｔｅ ｉｎ ， ＣＲＰ ） 和肿瘤坏死因子－ａ（ ｔｕｍｏｒｎｅ ｃ ｒｏ ｓ ｉ ｓ

ｆａｃｔ〇ｒ
－ａ

，

ＴＮＦ －ａ ） 水平 ， 提高其睾酮水平 。 张小梅？通过随机对照试验研宄 ， 将武汉市某

养老机构 中 的 ７２ 例老年衰弱患者随机分为两组 ， 对照组接受常规健康宣教 ， 试验组接

受生活方式干预 （ 包括健康宣教 、 营养促进 、 运动锻炼 、 心理调节 、 睡眠改善等 ） ， 运动

锻炼包括 回春运动保健操 、 太极拳等 ， 干预周 期为 ３ 个月 。 结果显示 ， 生活方式干预可

以有效缓解老年衰弱患者各维度的衰弱状态 ， 改善其生理功能 ， 减轻其焦虑抑郁情绪 ，

提升其社会适应能力 ， 提高其生活质量 。

４ 中医药综合干预

老年衰弱通常是
一

种多系统病症并见的复杂状态 ， 很难通过单
一

的治疗方法改善其

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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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衰弱状态 ， 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综合干预措施 。 关于如何通过中 医药综合干预手段

缓解或减轻衰弱状态 ， 国 内外学者 己进行 了有益的初步探索 ， 并得出 了积极结论 。

近年来 ， 中 国 中科学院西苑医院徐凤芹团队 １
８ １

］基于古籍文献和现代理论研宄 ， 提出

了老年衰弱
“

五脏虚损
”

的理论 ， 并 以该理论为核心 ， 制定 了老年衰弱 的 中 医多学科干

预模式 ， 该模式不仅包括个体化的 中药干预手段 ， 还包括针灸 、 药膳 、 健身气功 （如八

段锦 、 太极拳等 ） 、 辨证施护等非药物干预手段 。 认为老年衰弱 的 中医多学科干预模式不

仅具有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 的特点 ， 同时具有手段丰富 、 行之有效 、 经济实用等优点 ，

有望在我国老年衰弱患者 中得到广泛应用 ［
８ １

］

。 姜凤依等 ［
８２

］通过随机对照试验 ， 将上海中

医药大学附属岳阳 中西医结合医院的 ４８ 例衰弱前期患者和衰弱期患者均随机分为两组 ，

对照组接受先后天论治疗 ， 试验组接受先后天论结合中医辨证论治治疗 ， 治疗周 期为 ８

周 。 结果显示先后天论结合中医辨证论治治疗更能显著缓解老年衰弱患者 的衰弱状态 ，

增加其四肢骨骼肌质量 ， 增强其握力和步速 ， 改善其下肢肌肉平衡能力 、 生活活动能力 、

营养状态 、 精神心理状态 、 睡眠状态 、 听力水平等 ， 即改善其肌肉质量和功能指标 ， 延

缓多种不 良健康结局 的发生与发展 。 叶宜青等 ［
８ ３

］通过随机対照试验 ， 将南京鼓楼医院老

年科的 １ ０ ０ 例老年人分为两组 ， 对照组采取老年科常规千预 ， 试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采

取 中医五行音乐结合太极拳训练 ， 每周 ３ 次 ， 每次 ３ ０ｍｉｎ ， 共 １ ２ 周 。 结果显示中医五行

音乐结合太极拳训练可有效缓解老年人的衰弱状态和心理健康状态 ， 提高其平衡能力和

生活质量 。韩维哲 ［
８４

］通过非随机对照试验 ， 将 ８ １ 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ｏｂ ｓｔｒｕｃｔ ｉｖｅ

ｐｕ ｌｍｏｎａｒｙｄ ｉ ｓｅａｓｅ
，ＣＯＰＤ ） 稳定期 （肺脾气虚证 ） 合并衰弱患者分为三组 ， 西药组采用

噻托溴铵治疗 ， 中药组在西药组基础上采用六君子汤治疗 ， 综合组在西药组基础上采取

六君子汤 、 五禽戏 、 营养干预 、 健康教育等综合治疗方案 ， 其中五禽戏运动频率为每周

５ 天 ， 每天累计运动时间为 ３ ０ｍ ｉｎ ， 共 ８ 周 ， 运动强度可使用运动手环等进行检测 ， 使

心率维持在 １ ００ 次 ／ｍ ｉｎ 左右 。 结果显示 ， 六君子汤综合干预措施可有效缓解 ＣＯＰＤ 缓解

期 （肺脾气虚证 ） 合并衰弱 患者的衰弱状态 ， 增强其运动耐力 ， 提高其生存质量 。 关丽

媛等 ［
８ ５

］采用便利抽样法 ， 选取延边大学附属医院骨科住院部 的 １ ２０ 例老年全髋关节置换

术 （ Ｔｏ ｔａ ｌ Ｈ ｉｐ
Ｒｅｐ ｌａｃ ｅｍｅｎｔ

， 
ＴＨＲ ） 患者 ， 将其分为两组 ， 对照组实施常规骨科护理方法 ，

试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实施康复训练结合中 医药膳营养干预 （康复训练包括太极拳等 ，

中医药膳营养干预包括黄芪粳米粥 、 黑芝麻核桃散等 ） ， 干预时间为 ３ 个月 。 结果发现 ，

康复训练结合中 医药膳营养干预能有效缓解老年 ＴＨＲ 术后患者的衰弱状态 ， 促进其术

后康复 ， 改善其营养状况 。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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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 ， 中医传统疗法内容丰富 ， 范围广泛 ， 具有简便效廉的优点和 良好的群众基础 ，

有利于开展老年衰弱 的 中医药综合干预措施 。 然而我国开展老年衰弱的中医药综合千预

研究为期不长 ， 尚存在很多 问题和不足 ， 未来可设计更大样本 、 更严格的随机对照试验

以深入研究中医药干预措施对老年衰弱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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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衰弱 （ Ｆｒａｉｌｔｙ ）
—

般指 由于生理功能下降以及生理、 心理等多系统失调而引起的机

体保持内环境稳定的能力和机体对 内外应激反应能力下降的临床综合征 ， 常发生于老年

人等人群ｍ 。 衰弱在中医学领域被归为
“

虚劳
”

和
“

虚损
”

等病症范围 ［
２

，
３

］

， 也有国 内学

者将其称为
“

虚弱
” “

衰老
”

等 ｔ
４＃

。 衰弱对个体、 家庭和社会危害很大 。 就个体而言 ，

其易导致多种不 良临床结局的发生 ， 包括多维度 、 多系统功能受损 ， 生理衰弱方面表现

为体重下降 、 步行速度降低 、 握力能力下降 、 躯体活动量下降及疲乏等ｍ ； 心理衰弱方

面表现为认知下降 、 情绪低落、 自我认可程度低等 ； 社会衰弱方面表现为活动参与度下

降 、 缺乏他人支持等 ［
７

］

。 衰弱是
一

种介于失能与死亡的 中间状态 ， 会增加老年人跌倒 、

骨折的发生风险 ， 降低老年人的活动能力 、 生活质量水平 。 就家庭和社会而言 ， 衰弱会

极大地消耗医疗资源 ， 增加衰弱患者家庭和社会的照护负担 。

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加剧 ， 老年衰弱研宄显得愈发重要 。 全国第七次人 口普查结果显

示 ， ２０２０ 年中 国大陆地区 ６０ 岁及 以上的老年人 口总量为 ２ ．６４ 亿 ， 占到总人 口 的 １ ８ ． ７％ 。

老年人衰弱发生率较高 ， 发生率在 １ ２ ． ８％至 ４４ ．３％之间 。 而大量研宄显示 ， 衰弱在经济

欠发达地区患病率更高 ， 即农村衰弱率更高 ， 而己有的老年衰弱研究多集中于城市社区 、

医院和养老机构的老年人 ， 对农村老年人关注不足 。 考虑人 口老龄化过程的城乡倒置现

象与城乡之间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差异 ， 如何消减老年人之间 的健康不平等也成为中 国健

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进程中的重要议题 ［
８

］

。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 ， 农民健康是
一

个值得关注的课题 。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 《关

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 》 要求把积极老龄观 、 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

全过程。 社会老龄化留给我们的时间有限 ， 因此必须积极应对主动作为 ， 从各方面营造

利于老年健康的社会支持和生活环境 ， 解决社会老龄化进程中 的 问题 。 ２０２２ 年中央
一

号

文件则提出落实农村医疗保障 、 推进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 、 健全基层空巢老

人关爱制度等 ， 为农村医疗与健康体系建设和老年人健康关爱指明 了发展方向 。 坝上地

区是我国北方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 ， 当地农村人 口 占 比很高 ， 医疗卫生条件较落后 。 关

注和干预坝上地区老人衰弱状况对于研宄我国北方农村老人健康情况 ， 解决农村老龄化

进程中 的 问题有重要意义 。

八段锦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健身项 目 ， 也是我国传统养生文化的瑰宝 。 八段锦具

有动作简便、 功效显著 、 实施性强 、 场地要求低的优点 ， 深受大众群体的喜爱 ， 易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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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地区进行推广 。 习练八段锦强调 阴 阳二气 、 人体与大 自然 、 内 心世界的美感与外在

形体及人体活动与静止协调统
一

。 八段锦 已被广泛应用于慢性病 的预防 、 治疗和康复中 ，

具有改善机体炎症状态 、 内分泌 、 躯体平衡性 、 柔初性 、 肌肉力量及衰弱状态等作用 ［
９

］

。

在此背景下 ， 本课题 以河北省张家 口 市坝上地区农村老年人为研究对象 ， 采用横断

面研究方法调查分析 了老年人的衰弱现状及其相关因素 ， 为医护人员及相关部门开展老

年衰弱的预防和干预提供 了参考依据 ； 分析 了衰弱老年人的 中 医证候要素分布情况 ， 为

中 医药方法干预衰弱提供了数据支撑 ； 最后基于老年人中常见的证候要素 ， 本课题选取

了适宜的八段锦动作作为运动干预手段 ， 并分析其对衰弱的干预效果 ， 为今后此类临床

研究提供了参考依据 。 本研究技术路线图如图 １ ． １ 所示 。

横断面调查研宄 Ｉ

：

Ｕ
调 辟坝上Ｈｋ区 农 ｜

调杳坝上地区农村 Ｉ

选収适宜 的八段锦

￣


Ｉ ！

丨

ｉ

村老年人 衰弱现
＊
老年人中医症状和

． ． … ｋ
动作 ， 定适宜的 丨 丨

；

状及相关ｗ 素证候要素分布特征八段锦运动 方案 丨 ｉ

１ ｉ
—■

■
■ Ｌ ＂

 ？ ？

？ ｔ


１ ｉ

；＾ ；

Ｉ非随机对照试验

；

｜按入选标准招募 ８０例农村衰弱老年人 ｊ ；

｜ ；ｖ非Ｗ机化分组 ｉ Ｆ ｜ ｊ

对照组 （
ｕ 

＝
４０）八段锦组 （

ｎ 

＝
４０

） ｉ ｉ

ｉ ｉ

测评时间 ： 干 ｍ前 、 干预后 ｕｗ Ｉ ｉ

ｉ ｉ 测 评指标 ： 丨
’

丨

？
—

１ 丨 １ ） 袞弱状态 ： ＴＦ Ｉ 哀弱贷表 ； ： ：

：


？ 效果评价 ＊

ｆ２ ） 肌肉状态 ： 握力 ＇ 单腿站 立时间 ； ｜ ｉ

ｉ


 丨３ ） 心 态 ： ＨＡＤＳ ；

ｉ 丨４ ） 生活质 ＭＯＳ ＳＦ －

３６Ｖ２
； ： ！

｜ 丨

５ ） 其它 ： 中医：症状枳分 ＝ ： ：

？ 可 丨Ｔ

—

性 评价 运动出勤情况分析 ； 丨 ｜

；
 ： １ 丨运动相关益处 分析 丨 丨

＾？ 安全性评价＊—

ｊ肌肉酸疼 、 关节疼痛等 ｜ ！

图 １ ． １ 技术路线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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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坝上地区农村老年人衰弱现状及相关因素研究

人 口老龄化已成为影响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问题 ， 因此国 内外大量学者关注

和重视老年人健康特别是老年衰弱等问题 ［
１ （ ）

，
１ １

］

。 随着对衰弱认识不断深入 ， 衰弱定义被

逐渐扩展到心理和社会等层面 ， 衰弱整合模式应运而生 。 衰弱整合模式认为衰弱包括生

理衰弱 、 心理衰弱 、 社会衰弱三个维度 ， 且人 口社会学因素和疾病因素等是衰弱的重要

决定因素 ［
１ ２

］

。衰弱可显著增加老年人发生跌倒 、 骨折 、 残疾等多种不 良健康结局的风险 ，

降低其 自理能力 ， 缩短其寿命 ， 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 ， 老年衰弱也会增加家庭和社会的

医疗照护负担 ［
１ ３

＿

１ ６
］

。 因此 ， 及早识别老年衰弱并采取适当的干预措施对于降低老年衰弱

的发生率 ， 延缓老年衰弱的进展 ， 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和降低家庭社会负担有重要意义

［
１ ７

］

。 中国老龄办发布的数据显示 ［
１ ８

］

， 至 ２０２ １ 年底 ， 我国 ６０ 岁及 以上老年人 口为 ２ ． ６７

亿 ， 占总人 口 的 １ ８ ． ９％ 。 预计到 ２０３ ５ 年 ， 我国 ６０ 岁及以上老年人 口将突破 ４ 亿 ， 在总

人 口 中 的 占比将超过 ３ ０％ ， 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 农村老龄人 口 比例高于城市老龄人 口

比例 ， 且差值呈扩大趋势 ， 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会持续至本世纪中叶 。

然而农村的医疗卫生资源有限 ， 同时农村青壮年多外 出务工 ， 因此农村老年人的健

康照护和支持显著不足 。 目 前国 内外老年衰弱的研究对象多为城镇医院 、 社区或养老机

构中 的老年人 ｔ
１ ９

＿２２
＞

， 而对农村老年人关注较少 。 农村老年人与城镇老年人在生活习惯 、

收入水平 、 饮食结构 、 运动习惯、 身体活动水平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 特别是农村老年

人常年 （或曾经 ） 从事农业生产劳动 ， 其身体活动水平较城镇老年人具有明显差异 。

基于上述原因 ， 本课题将结合衰弱整合模式从生理 、 心理和社会三个维度对张家 口

市坝上地区农村老年人的衰弱状态进行评估 ， 探讨 了农村老年人衰弱发生的相关因素 ，

并针对相关因素给出 了延缓和预防衰弱的护理措施 。 本文对农村老年人的衰弱状况和相

关因素进行了有益探索 ， 期望为精准改进农村衰弱老年人的护理措施提供
一

定参考 。

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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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研宄方法

１ ． １ 研究类型与内容

本研宄采用横断面调查研究方法 ， 对张家 口市坝上地区农村老年人衰弱现状和相关

因素进行调查研究 。

１ ．２ 研宄对象

１ ．２ ． １ 研宄样本

本课题于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至 ９ 月选取河北省张家 口市某两个原 国家级贫困县 ６ 个深度

贫困村的 １ ９５ 例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调查 。

１ ．２ ．２ 抽样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法 ， 遵照统
一

的纳入排除标准对上述 ６ 个贫困村老年人进行调查 。

１ ．２ ．３ 纳入标准

（ １ ） 年龄 ２ ６０ 岁 （根据中 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对老年人 口 的界定标准 ）
；

（ ２ ） 每年在农村居住时间大于 ６ 个月 的常住居民 ；

（ ３ ） 具有语言沟通能力和理解配合能力 ；

（ ４ ） 自愿参与本次研究 ， 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

同时符合以上标准者即可纳入本研究 。

１ ．２ ．４ 排除标准

（ １ ） 合并严重精神疾病者 ；

（ ２ ） 具有严重疾病并发症者 ；

（ ３ ） 合并其他急性疾病或慢性疾病急性发作者 。

符合以上任
一

标准者即被排除本研究 。

１ ．２ ．５ 样本量估算

本研究根据老年衰弱的影响因素数量进行样本量的估计 。 根据多因素分析样本量计

算的经验公式 ： 样本量 （ ＡＯ＝ 纳入回归方程 自变量数 目 （ ｎ ）ｘ５ ？ １ ０ 倍 。 本研究纳入

的 自变量数 目 为 １ ３ 项 ， 因此样本量应该在 ６５
？

１ ３ ０ 例之间 。 考虑到不应答或失访的影

响 ， 本研宂共选取 ２００ 例农村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 。

１ ．２ ．６ 伦理审査

本研究 由北京中医药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后实施 （批准编号 ： ２０２０ＢＺＹＬＬ １ ００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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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３ 调査工具

１ ．３ ． １

—般情况调査

由研究者在参考相关文献的基础上 自 行设计 ， 内容包括人 口统计学资料和疾病相关

资料两个部分 。 人 口统计学资料包括年龄 、 性别 、 婚姻状况 、 居住方式 、 教育水平 、 收

入水平 、 经济负担和医疗付费方式等基本信息 。 疾病相关资料包括高血压 、 糖尿病 、 冠

心病等现患疾病种类和现服用药物种类 ， 以及运动 、 吸烟 、 饮酒习惯等生活方式信息 。

１ ．３ ．２ 衰弱状态＿

使用 中文版 Ｔｉｌｂｕｒｇ 衰弱评估量表 （ Ｔｉ ｌｂｕｒｇ Ｆｒａｉ ｌｔｙ Ｉｎｄ ｉｃａｔｏｒ
，
ＴＦ Ｉ ） 评估农村老年人的

衰弱状态 。 ＴＦＩ 量表是 ２０ １ ０ 年由荷兰 Ｔｉｌｂｕｒｇ 大学的护理学专家 Ｇｏｂｂｅｎｓ 等在衰弱整合

模型的基础上研发而来的 ［
２３

］

。 ＴＦＩ 量表是
一

项多维度衰弱 自评工具 ， 包含了生理、 心理

和社会三个维度 ， 共 １ ５ 个条 目 。 其中 ， 生理衰弱维度有 ８ 个条 目 ， 包括身体健康状况 、

体质量下降 、 行走困难、 平衡能力 、 视力 问题、 听力下降 、 握力下降和频繁疲劳感 ；
心

理衰弱维度有 ４ 个条 目 ， 包括记忆力下降 、 抑郁状态 、 焦虑状态和低应对能力 ； 社会衰

弱维度有 ３ 个条 目 ， 包括独居 、 社会关系和社会支持 。 这 １ ５ 个条 目 均采用二分类计分

法 ， 计为 ０ 分或 １ 分 。 ＴＦＩ 量表总得分介于 ０ 至 １ ５ 分 。 若总得分 ２５ 分即可诊断评估

为衰弱 。 总得分越高 ， 代表衰弱程度越严重 。 ２０ １ ３ 年 ， 北京大学护理学院奚兴等 ［
２４

］对其

表进行 了汉化 ， 中文版 ＴＦＩ 的信效度 良好 ， 总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

ｓ ａ 系数是 ０ ． ６８６ ， 适用于

老年人群的衰弱状态评估 。

１ ．３ ．３ 共病状态评估

采用 Ｃｈａｒｌｓｏｎ 合并症指数 （ ＣｈａｒｌｓｏｎＣｏ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 ＣＣＩ ）
［
２５

］对农村老年人的共

病状态进行评估 。 ＣＣＩ 是 目 前最常用 的共病状态评估工具 ， 其有效性和可靠性已在中 国

等不同 国家 、 不同患者人群中得以验证 ， 结果显示其有效性和可靠性是值得信赖的 ［
２６

］

。

ＣＣＩ 根据疾病的严重程度进行共病积分 ： （ １ ）１ 分疾病包括高血压 、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性心脏病 、 充血性心力衰竭 、 慢性肺部疾病 、 消化性溃疡、 慢性肝脏疾病或糖尿病 （不

伴并发症 ）
；

（ ２ ）２ 分疾病包括偏瘫 、 中重度肾脏疾病 、 糖尿病 （伴并发症 ） 、 肿瘤 、 白

血病 、 淋巴瘤等 ；
（ ３ ）３ 分疾病包括中重度肝脏疾病 ；

（ ４ ）６ 分疾病包括恶性肿瘤伴转

移 、 艾滋病 。 同时根据患者的实际生理年龄进行年龄积分 ， ５ ０
？

５９ 岁计 １ 分 ， 在此基础

上每增加 １ ０ 岁 多计 １ 分 。 ＣＣ Ｉ 评分为共病积分和年龄积分之和 ， ＣＣ Ｉ 总分为 ０ ？ ４２ 分 ，

分值越高代表共病程度越严重 。 ＣＣＩ 评分可分为低度 （ ２
￣

３ 分 ） 、 中度 （ ４
￣

５ 分 ） 、 重

度 （ ２ ６ 分 ） ３ 个级别 。 本研宄以 ＣＣ Ｉ ２２ 分作为共病诊断界限 ［
２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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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３ ．４ 心理状态评估

采用综合医院焦虑抑郁量表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ｎｘｉｅｔｙａｎｄＤｅｐｒｅｓｓ ｉｏｎＳｃａｌｅ ， ＨＡＤＳ ）
［
２８

］对

农村老年人的心理状态进行评估 。＿Ｓ 量表在社区环境和初级保健医疗实践中 同样有

效 ， 具有 良好的信效度 ［
２９

，
３Ｄ

］

。 ＨＡＤＳ 量表由 １ ４ 个条 目组成 ， 分为焦虑和抑郁 ２ 个分量

表 ， 每个分量表包含 ７ 个条 目 ， 每个条 目 按照 ０ ￣ ３ 分评分 ， 焦虑和抑郁总分范围为 ０ ̄

２ １ 分 。 ＨＡＤＳ 分量表得分 ０ ￣ ７ 分为无焦虑和 （或 ） 抑郁 ， ８
？

１ ０ 分为轻度焦虑和 （或 ）

抑郁、 １ １
？

１ ４ 分为中度焦虑和 （或 ） 抑郁 、 １ ５
？ ２ １ 分为重度焦虑和 （或 ） 抑郁 ［

２ ８
１

。

Ｌ４ 资料收集与整理

（ １ ） 在正式开展调查之前对调查人员进行了统
一

培训 ， 以 明确本课题的研宄 目 的 、

研宄意义 、 调查内容和收集资料时的注意事项 。

（ ２ ）调查人员使用统
一

的指导语向研究对象进行解释 ， 告知其本课题的研究 目 的 、

研究意义和 问卷填写方法 ， 另
一

方面告知其可 自 由选择是否参考本调查研究并具有随时

退出本调查研究的权利 。 在获得受试者知情同意后 ， 由调查人员通过面对面询 问 的方式

对其进行调查 。 由于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农村老年人 ， 存在教育水平较低 、 视力不佳等

情况 ， 故由调查人员帮忙进行问卷填写 。

（ ３ ） 问卷当场收回并检查 以确保资料完整性 。

（ ４ ） 调查人员将当天收集的 问卷及时交给研宄者 ， 由研宄者对收回的 问卷进行编

码和登记 。

（ ５ ） 由两名课题组成员相互配合将收回的 问卷信息及时录入到 Ｅｘｃｅｌ 数据库中 。 录

入时 ， 由
一

名课题组成员进行录入 ， 另
一

名成员进行核对 。

１ ．５ 统计方法

使用 ＩＢＭＳＰＳＳ２０ ．０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 计数资料以频数和率 （％ ） 进行表

示 ， 组间 比较采用 Ｘ

２

检验 。 计量资料若符合正态分布 ， 则 以均值和标准差 （ 无 进行

表示 ，组间 比较采用 ／检验或方差分析 ； 若不符合正态分布 ， 则以 中位数和四分位数 Ｐ２５ 、

尸７５进行表示 ， 组间 比较采用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 检验 。 连续性变量与衰弱间的相关性采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分析 。 以单因素分析中与衰弱具有相关性的因素作为 自变量 ， 以 ＴＦＩ 衰弱

得分作为因变量 ， 采用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探讨农村老年人衰弱的独立危险因素 。 逐

步回归分析选入标准和剔除标准分别设置为 ａａ
＝

０ ．０５ ，
＝

０ ． １ ０ 。 以 户 ＜０ ．０５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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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结果

２ ． １ 研宄对象的
一

般资料及健康情况

本研究调查 了２ ００ 例农村老年人 ， 共发放 问卷 ２００ 份 ， 回收有效 问卷 １ ９ ５ 份 ， 有效

回收率为 ９ ７ ． ５％ 。

２ ． １ ． １
—

般资料

共纳入 １ ９ ５ 例农村老年人 ， 其 中 男性 ７６ 例 （ ３ ８ ． ９ ７％ ） ， 女性 １ １ ９ 例 （ ６ １ ． ０３
°

／。 ） 。 老

年人的平均年龄为 ７ １ ． ５ ２ ± ７ ． ５ ９ 岁 ， 最小为 ６ ０ 岁 ， 最大为 ９ ６ 岁 。 其中 ６ ０
？

６ ９ 岁老年人

８ ６例 （ ４４ ． １ ０％ ） ， ７０
？ ７ ９岁老年人７６例 （ ３ ８ ． ９ ７％ ） ， ７０

？

８ ９岁老年人３ １例 （ １ ５ ． ９０％ ） ，

２ ９０ 岁老年人 ２ 例 （ １ ． ０３％ ） ， 因此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主要为低中龄老年人 （注 ： 我国老

龄协会规定 ６０
？

６９ 岁 为低龄老年人 口 ， ７０ ？ ７９ 岁 为 中龄老年人 口
， ２８ ０ 岁为高龄老年

人 口 ） 。 具体分布情况可参照 图 １ ． ２ 。

Ｓ Ｏ 

－

Ｓ ９
：

＾ ． １ ５ ． ９０
°

〇

， ｉ ９ ０ ￥ 及 以ｈ ．  １ ． ０ ３
°

〇

图 １ ． ２ 研究对象年龄 分布

婚姻状态方面 ，
１ ６ ８ 例 （ ８ ６ ． １ ５％ ） 老年人现有配偶 ， ２ ７ 例 （ １ ３ ． ８ ５％ ） 老年人的婚姻

状态为未婚 、 离异或丧偶 。 居住环境方面 ， 独居者 ２２ 例 （ １ １ ． ２ ８％ ） ， 与配偶 、 子女或父

母 同住者 １ ３ ５ 例 （ ６９ ． ２ ３％ ） ， 互助幸福院居住者 ３ ８ 例 （ １ ９ ． ４ ８％ ） 。 受教育程度方面 ， 小

学及 以下 １ ４ ９ 例 （ ７６ ．４ １ ％ ） ， 初中及 以上 ４６ 例 （ ２ ３ ． ５９％ ） 。 收入方面 ， 研宄对象月 收入

中位数为 １ ０００ 元 ， 四分位数 尸 ２ ５ 、 Ｐ ７ ５ 分别为 ７０ ０ 元和 １ ０００ 元 ， 最低 月 收入为 ５ ０ ０ 元 ，

最高 月 收入为 １ ０ ０００ 元 。 经济负担方面 ， ４ 例 （ ２ ． ０ ５％ ） 老年人 自 觉无经济负担 ， １ ４ ０ 例

（ ７ １ ． ８ ０％ ） 自 觉轻度经济负担 ，
４ ３ 例 （ ２２ ． ０ ５％ ） 自 觉 中度经济负担 ， ８ 例 （ ４ ． １ ０％ ） 自

觉重度经济负担 。 绝大部分老年人的 医疗付费方式为农村合作医疗 （ ９９ ． ４６％ ） 。 具体数

据详见表 １ ． １ 。

３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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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 １ 农村老年人的
一

般资料 （ 《
＝

１ ９５ ）

＂

＾１Ｈ百分 比 （％ ）

性另 ｉ

ｊ Ｉ ７６ ３ ８ ＾９７

女 １ １ ９ ６ １ ．０３

年龄 （ 岁 ） ６０ ？ ６９ ８ ６ ４４ ． １ ０

７０ － ７９ ７６ ３ ８ ．９ ７

８０
－

８９ ３ １ １ ５ ．９０

＞ ９０ ２ １ ． ０３

婚姻状况有配偶 １ ６ ８ ８６ ． １ ５

无配偶 ２７ １ ３ ． ８ ５

居住方式独居 ２２ １ １ ．２ ８

家人同住 １ ３ ５ ６９ ．２３

互助幸福院 ３ ８ １ ９ ．４９

教育水平小学及 以下 １ ４９ ７６ ．４ １

初中及 以上 ４６ ２３ ． ５ ９

月 收入 （元 ）＜ １ 〇〇〇 ８９ ４５ ． ６４

１ ０００
￣

２４９９ ９５ ４８ ．７２

＞ ２５００ １ １ ５ ．６４

经济负担无 ４ ２ ． ０５

轻 １ ４０ ７ １ ． ８０

中 ４３ ２２ ．０５

重 ８ ４ ． １ ０

医疗付费方式农村合作医疗 １ ９２ ９ ８ ．４６

城市医保 ３ １ ． ５４

２ ． １ ．２ 疾病相关资料

１ ９５ 例农村老年人平均患有 １ ．０８±０ ．９７ 种慢性疾病 ， 最多 ５ 种 。 根据疾病的患病率

排序 ， 农村老年人最常见的 ５ 种疾病分别为退行性骨关节病 （ ５ ６ ．４ １％ ） 、 高血压 （ ５６ ．４ １％ ） 、

冠心病 （ １ ２ ． ３ １％ ） 、 脑梗 （ ８ ．２ １％ ） 、 糖尿病 （ ６ ． ６７％ ） 。 农村老年人平均用药 ０ ． ９４± ０ ．９０

种 ， 最多服用 ４ 种 。 其中 ， ７ １ 例 （ ３ ６ ．４ １％ ） 老年人未服用任何药物 ， １ ２４ 例 （ ６３ ． ５９％ ）

服用 １￣ ４ 种药物 ， 无老年人处于多重用药状态 。 具有吸烟习惯的老年人共有 ６９ 例

（ ３ ５ ． ３ ８％ ） ， 其中 男性 ６８ 例 ， 女性 １ 例 ， 即 ８９ ．４７％的男性老年人有吸烟习惯 。 具有饮

酒习惯的老年人共有 ７２ 例 （ ３６ ． ９２％ ） ， 其中男性 ７ １ 例 ， 女性 １ 例 ， 即样本中 ９３ ．４２％的

男性老年人有饮酒习惯 。 ４７ 例 （ ２４ ． １ ０％ ） 老年人 自我报告在近 １ 个月 保持规律的运动锻

炼 。 具体数据详见表 １ ．２ 。

３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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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２ 农村老年人的疾病相关资料 （ 《
＝

１ ９ ５ ）

＂

＾１？ 百分比 （ ％ ）

现患疾病名称退行性骨关节病ｎ ｏ ５６４ １

高血压 １ １ ０ ５６ ．４ １

冠心病 ２４ １ ２ ．３ １

脑梗 １ ９ ９ ．７４

糖尿病 １ ３ ６ ． ６７

现服用药物种类＜ １ ７ １ ３６ ．４ １

１
￣ ４ １ ２４ ６３ ． ５９

是否运动是 ４７ ２４ ． １ ０

否 １ ４８ ７５ ．９０

是否吸烟是 ６９ ３ ５ ．３ ８

否 １２６ ６４ ． ６２

是否饮酒是 ７２ ３６ ． ９２

否 １ ２３ ６３ ． ０９

２ ． １ ．３ 共病状况

本课题通过 ＣＣ Ｉ 得分评估当地农村老年人的共病状况 。 １ ９５ 例农村老年人 ＣＣＩ 得分

范围在 ０
？

２７ 分 ， 中位数及四分位数 Ｐ２ ５ 、 Ｐ
７５ 得分为 ４（ ３

，

５ ） 分 。 以 ＣＣ Ｉ ２ ２ 分作为可

以界定为共病的分值 ， 共计 ４６ 例农村老年人 ＣＣ Ｉ ＜２ 分 ， １ ４９ 例老年人 ＣＣＩ ２２ 分 ， 即

农村老年人的共病率为 ７６ ．４ １％ 。 以 ＣＣＩ 统计的疾病患病率排序 ， 最常见的疾病有高血

压 （ ５ ６ ．４ １ ％ ） 、 心肌梗死 （ １ ２ ． ３ １％ ） 、 脑梗 （ ９ ．７４％ ） 。 详细数据见表 １ ． ３ 。

２ ． １ ．４ 心理状况

本课题采用综合医院焦虑抑郁量表调查农村老年人的焦虑和抑郁状况。 １ ９５ 例农村

老年人的焦虑分量表得分范围是 ３
？

１ ７ 分 ， 中分位数和四分位数 Ｐ２５ 和 Ｐ ７ ５ 为 ７（
７

，１ ０
）

分 。 抑郁分量表得分范围是 ２ ？ １ ７ 分 ， 中分位数及四分位数 Ｐ２５ 、 Ｐ７５ 为 １ １
（
９

，
１ ３

）分 。 以

２ 
８ 分作为诊断焦虑和抑郁的临界值 ， ９３ 例 （ ４７ ．６９％ ） 农村老年人被评估为肯定或可疑

存在焦虑状态 ， １ ７７ 例 （ ９０ ．７７％ ） 农村老年人被评估为肯定或可疑存在抑郁状态 。 具体

数据见表 １ ．４ 。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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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 ３ 农村老年人的共病及疾病患病率情况 （ 》
＝

１ ９５ ）



指标 １１百分比 （％ ）

非共病 （ ＣＣＩ ＜ ２分 ） ４６ ２３Ｊ９

共病 （ ＣＣＩ ２ ２分 ） １ ４９ ７６ ．４ １

高血压无 ８５ ４３ ． ５９

有 １ １ ０ ５６ ．４ １

心肌梗死无 １ ７ １ ８７ ． ６９

有 ２４ １ ２ ． ３ １

脑梗无 １ ７６ ９０ ．２６

有 １ ９ ９ ．７４

结缔组织疾病无 １ ８０ ９２ ．３ １

有 １ ５ ７ ． ６９

糖尿病无 １ ８２ ９３ ．３３

有 １ ３ ６ ．６７

肺病无 １ ８５ ９４ ． ８７

有 １ ０ ５ ． １ ３

消化性溃疡无 １ ８ ５ ９４ ． ８ ７

有 １ ０ ５ ． １ ３

高血脂无 １ ８６ ９５ ．３ ８

有 ９ ４ ．６２

外周血管疾病无 １ ８７ ９５ ．９０

有 ８ ４ ． １ ０

痴呆无 １ ９ １ ９７ ．９５

有 ４ ２ ． ０５

肿瘤无 １ ９ １ ９７ ．９ ５

有 ４ ２ ．０５

中重度肾病无 １ ９２ ９ ８ ．４６

有 ３ １ ．５４

肝病无 １ ９３ ９ ８ ．９７

有 ２ １ ． ０３

偏瘫无 １ ９３ ９８ ． ９７

有 ２ １ ． ０３

糖尿病伴随器官损伤无 １ ９３ ９８ ． ９７

有 ２ １ ． ０３

抑郁无 １ ９４ ９９ ．４９

有 １ ０ ． ５ １

转移瘤无 １ ９４ ９９ ．４９

有 １ ０ ． ５ １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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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４ 农村老年人的焦虑和抑郁情况 （ 《

＝

１ ９５ ）

得分 （ 分 ）ｍｍ百分比 （ ％ ）

焦虑 ０＾ ８ １ ０２ ５２３ １

９
￣

１ ７ ９ ３ ４７ ． ６９

抑郁 ０ ￣

８ １ ８ ９ ．２３

９
￣

１ ７ １ ７７ ９０ ．７７

２ ．２ 农村老年人的衰弱现状

本课题共有 １ ６６ 例农村老年人通过 ＴＦＩ 衰弱量表被评估为衰弱 ， 农村老年人的衰弱

发生率为 ８ ５ ． １ ３％ 。 １ ９５ 例农村老年人衰弱总得分范围为 １
？

１ ４ 分 ， 中位数和四分位数

Ｐ２５ 、 Ｐ７ ５为 ８
（
６

，
１ ０

）分 。 生理衰弱 中位数和四分位数为 ４
（
３

，
５
）分 ， 心理衰弱为 ２

（
１

，
３
）分 ，

社会衰弱为 ２
（
１

，
２
）分 。 １ ９５ 例农村老年人中 ， 最常见的 ５ 项衰弱指标按发生率高低排序

为应对能力下降 （ ９ １ ． ７９％ ） 、 自评身体健康状况不佳 （ ８ ８ ．７２％ ） 、 频繁身体疲劳感 （ ８０ ． ５ １％ ） 、

社会关系单
一

薄弱 （ ８０ ． ５ １％ ） 和 自感社会支持缺乏 （ ７７ ．９５％ ） 。 其余 １ ０ 项指标依次为身

体平衡能力下降 （ ６４ ． １ ０％ ） 、 行走困难 （ ６２ ．５６％ ） 、 焦虑状态 （ ６ １ ．０３％ ） 、 手上无力 （ ５３ ． ８５％ ） 、

抑郁状态 （ ５ １ ．２８％ ） 、 听力下降 （ ２０ ． ５ １％ ） 、 视力下降 （ １ ８ ．９７％ ） 、 独居 （ １ ２ ． ８２％ ） 、 记忆

力下降 （ １ ２ ． ３ １％ ） 和 自然体质量下降 （ ５ ． １ ３％ ） 。 具体数据见表 １ ． ５ 。

２ ．３ 农村老年人衰弱状况的单因素分析

正态性检验显示 ， ＴＦＩ 衰弱量表得分不符合正态性分布 ， 因此采用曼－惠特尼 Ｕ 检验

和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分析探索各变量与 ＴＦＩ 衰弱量表得分之间的相关关系 。 表 １ ． ６ 显示 ， 不

同性别 、 年龄 、 婚姻状态 、 居住方式 、 教育水平、 月 收入、 经济负担 、 生活方式 （包括

运动 、 吸烟和饮酒习惯 ） 、 共病 、 焦虑和抑郁状态的农村老年人 ， 其 ＴＨ 衰弱量表得分

有统计学差异 （户 ＜０ ． ０５ ） 。 表 １ ． ７ 显示 ， 年龄、 焦虑得分、 抑郁得分与 ＴＦＩ 衰弱量表得

分呈正相关 ０

＝

０ ． ３ ８９ ？ ０ ． ６ １ ７
，
户 ＜ ０ ．００ １ ） ， 月 收入与 ＴＦＩ 衰弱量表得分呈负相关 ０

＝－

０ ．２４２
，
尸 ＝

０ ．００ １ ） 。

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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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 ５ 农村老年人的中文版 ＴＦＩ 衰弱指标 （ 《
＝

１ ９５ ）

Ｍ＾＾１１１１全部老年人

（
ｎ
＝

１ ６６
） （
ｎ

，
％

） （
ｎ
＝

ｌ ９５
） （
ｎ

，
％

）

生理衰弱身＃健 扶况 ０ ４
（
２ ．４ １％

） ２２
（
１ １ ． ２８％

）

１ １ ６２
（
９７ ． ５ ９％

） １ ７３
（
８ ８ ．７２％

）

自然体质量下降 ０ １ ５６
（
９３ ．９８％

） １ ８５
（
９４ ． ８ ７％

）

１ １ ０
（
６ ．０２％

） １ ０
（
５ ． １ ３％

）

行走困难 ０ ４７
（
２８ ．３ １％

） ７３
（
３７ ．４４％

）

１ １ １ ９
（
７ １ ．６９％

） １２２
（
６２ ．５６％

）

平衡 ０ ４２
（
２５ ．３％

） ７０
（
３ ５ ．９０

）

１ １ ２４
（
７４ ．７％

） １２５
（
６４ ． １０％

）

听力下降 ０ １２６
（
７５ ．９％

） １ ５５
（
７９ ．４９％

）

１ ４０
（
２４ ． １％

） ４０
（
２０ ． ５ １％

）

视力 问题 ０ １ ２９
（
７７ ．７ １％

） １ ５ ８
（
８ １ ．０３％

）

１ ３ ７
（
２２ ．２９％

） ３ ７
（

１ ８ ．９７％
）

握力 ０ ６ １
（
３ ６ ．７５％

） ９０
（
４６ ． １ ５％

）

１ １ ０５
（
６３ ．２５％

） １ ０５
（
５３ ． ８５％

）

频繁身体疲劳感 ０ ２３
（

１ ３ ＿８６％
） ３ ８

（
１ ９ ．４９％

）

１ １４３
（
８ ６ ． １４％

） １ ５７
（
８０ ． ５ １％

）

心理衰弱记忆力 ０ １４４
（
８ ６ ．７５％

） １ ７ １
（
８７ ．６９％

）

１ ２２
（

１３ ．２５％
） ２４

（
１ ２ ．３ １％

）

抑郁状态 ０ ６７
（
４０ ．３６％

） ９ ５
（
４８ ．７２％

）

１ ９９
（
５９ ．６４％

） １ ００
（
５ １ ．２ ８％

）

焦虑状态 ０ ５２
（
３ １ ．３３％

） ７６
（
３ ８ ．９７％

）

１ １ １４
（
６ ８ ． ６７％

） １ １ ９
（
６ １ ．０３％

）

应对能力 ０ ９
（
５ ．４２％

） １ ６
（
８ ．２ １％

）

Ｉ １ ５７
（
９４ ．５ ８％

） １ ７９
（
９ １ ．７９％

）

社会衰弱独居 ０ １ ４ １
（
８４ ． ９４％

） １ ７０
（
８ ７ ． １ ８％

）

１ ２５
（

１ ５ ．０６％
） ２５

（
１ ２ ． ８２％

）

社会关系 ０ ２８
（

１ ６ ． ８７％
） ３ ８

（
１ ９ ．４９％

）

１ １ ３ ８
（
８３ ． １ ３％

） １ ５７
（
８０ ． ５ １％

）

社会支持 ０ ３ ２
（

１ ９ ．２８％
） ４３

（
２２ ．０５％

）

１ １ ３４
（
８０ ．７２％

） １ ５２
（
７７ ．９５％

）

运 ： 此瓦得夺中
“

〇
”

与
“

ｒ
’

Ａ实际每分分值 。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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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６ 不同人 口学和疾病相关特征农村老年人衰弱 比较 （ 《
＝

 １ ９５ ）

项 目 衰弱得分 Ｍ
（
ＩＱＲ）衰弱率 （

％
）统计量ｚＰ

性另 ｌ

ｊＩ ７ ． ５０
（
４ ．２５

，

９ ．００
）７５ ． ００－２ ．２８ １０ ．０２３

女 ８ ．００
（
６ ．００

，１ ０ ．００
） ９ １ ．６０

年龄 ６０ 
￣

６９岁 ６ ． ５０
（
４ ．７５

，
８ ．２ ５

）７５ ．５ ８ ２９ ．２ １ ２＜ ０ ． ００ １

７０ 
￣

７９岁９ ．００
（
７ ．００

，１ ０ ．００
）９０ ．７９

８０ 
￣

８９岁 １ ０ ．００
（
８ ．００

，
１ １ ．００

）９６ ． ７７

２９０岁 １ ０ ． ５０
（
９ ．００

，

１ ２ ．００
） １ 〇〇 ，〇〇

婚姻状况有配偶 ８ ．００
（
５ ．００

，

１ ０ ． ００
） ８２ ．７４－

３ ．４０６０ ． ００ １

无配偶 １ ０ ．００
（
７ ．００

，
１ ２ ．００

） １ ００ ．００

居住方式独居 ９ ． ５０
（
７ ．００

，
１２ ． ００

） １ ００ ．００ １２ ．２ １４０ ． ００２

家人同住 ８ ＿００
（
５ ．００

，

１ ０ ． ００
） ７ ８ ． ５２

互助幸福院９ ． ００
（
７ ．００

，

１ ０ ．００
） １ ００ ．００

教育水平小学及以下８ ．００
（
６ ．００

，
１ ０ ．００

） ８９ ．９３ ９ ．９６３０ ．０ １ ９

初中 ７ ．００
（
４ ．００

，
９ ．００

）７０ ．２７

高中或中专７ ． ００
（
４ ． ５０

，
８ ． ７５

）７５ ．００

本科或大专２ ．００
（
２ ．００

，
２ ．００

）〇 ． 〇〇

月 收入 （元 ）＜ １ ０００ ９ ．００
（
７ ．００

，
１ ０ ．００

） ９３ ．２６ ９ ． ９９ ０ ． ００７

１ ０００
？ ２４９９ ８ ． ００

（
５ ．００

，
１ ０ ． ００

） ８ ０ ．００

＞ ２ ５００ ６ ． ００
（
３ ．００

，
７ ．００

）６３ ． ６４

经济负担无 ６ ．００
（

１ ．７５
，

１ ０ ‘２５
） ５０ ． ００ １ ３ ．０４７０ ．００５

轻 ８ ．００
（
５ ＿２５

，
１ ０ ． ００

） ８ ５ ．００

中 ８ ．００
（
６ ．００

，
１ ０ ．００

） ８ ６ ．０５

重 １ １ ． ５０
（
９ ． ５ ０

，
１ ２ ．００

） １ ００ ，００

规律运动否 ８ ． ００
（
６ ． ００

，

１ ０ ．００
） ８５ ． ８ １－３ ． ０２３０ ． ００３

是 ７ ． ００
（
５ ． ００

，

９ ＿００
） ８２ ．９ ８

吸烟否 ８ ． ００
（
６ ． ００

，

１ ０ ． ００
）９ １ ．２７－２ ． ３ １ ３０ ．０２ １

是 ８ ． ００
（
４ ．００

，

９ ． ００
） ７３ ．９ １

饮酒否 ８ ． ００
（
６ ． ００

，

１ ０ ． ００
）９ １ ．０６－２ ． ６２４０ ．００９

是 ７ ．００
（
４ ．２５

，
９ ． ００

）７５ ． ００

ＣＣＩ 得分＜ ２ ６ ． ５ ０
（
４ ．００

，

９ ． ００
） ６３ ． ０４－

３ ．２７６０ ． ００ １

（分 ） ＞ ２ ８ ．００
（
６ ．００

，
１ ０ ．００

） ９ １ ． ９５

焦虑否 ７ ．００
（
４ ．７５

，
８ ．００

）７４ ． ５ １－７ ．２４２＜ ０ ．００ １

是 １ ０ ．００
（
８ ．００

，
１ １ ．００

）９６ ．７７

抑郁否 ５ ．００
（
４ ． ００

，
８ ．００

） ５ ５ ． ５ ６－

３ ． １ ７４＜ ０ ．００ １

是 ８ ＿ ００
（
６ ．００

，１ ０ ． ００
） ８ ８ ． １４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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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 ７ 连续性变量与衰弱得分的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分析 （ 《
＝

１ ９５ ）

变量 相关系数 ｒ， Ｐ

年龄 ０ ．３ ８９＜ ０ ．００ １

月 收入－０ ．２４２ ０ ．００ １

焦虑得分 ０ ． ６ １７＜ 〇 ．〇〇 １

抑郁得分 ０ ．５６６＜０ ．００ １

２ ．４ 农村老年人衰弱状况的多因素分析

本研宄使用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方法探讨农村老年人衰弱的主要影响因素 。 以

ＴＦＩ 衰弱量表总得分为因变量 ， 单因素相关分析中 户 ＜０ ．０５ 的变量为 自变量 ， 建立回归

方程模型 。 自变量赋值方式见表 １ ．８ 。 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显示 ， 年龄 、 婚姻状态 、 焦虑状

态和规律运动 ４ 个 自变量进入最终的多元回归方程 ， 其标准化回归系数 ＃ 均在 ０ ． １
？ ０ ． ５

之间 ， 共解释了衰弱总变异的 ５ １ ．０％ 。 相对于年龄低 、 有配偶 、 不焦虑和规律运动的农

村老年人 ， 年龄高 、 无配偶 、 焦虑和无规律运动习惯的农村老年人 ＴＦＩ 衰弱得分更高 ，

衰弱程度更重 。 回归方程结果见表 １ ．９ 。

表 １ ． ８ 多元回归 自 变量赋值方式

白变量赋值方式

年龄 、 月 收入 、 焦虑得分 、 抑郁得分以原值输入

性别女＝

０ ； 男＝
１

婚姻状态无配偶＝

０
； 有配偶＝

１

居住方式

独居独居＝
０ ； 家人同住＝０ ； 互助幸福院＝

０

家人同住独居＝０
； 家人同住＝

１
； 互助幸福院＝

０

互助幸福院独居＝
０ ； 家人同住＝０

； 互助幸福院＝
１

教育水平小学及 以下＝

０
； 初中及以上＝

１

经济负担无＝
０

； 轻＝

１
； 中 ＝

２
； 重＝

３

规律运动否＝０
； 是＝

１

吸烟情况否＝０
； 是＝

１

饮酒情况否＝
０

； 是＝
１

ＣＣＩ得分 ０ 
￣

１分＝０ ；２ 
２分＝

１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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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９ 农村老年衰弱相关因素的多元回 归结果 （ 》
＝

１ ９ ５ ）

自变量回归系数 ５标准化回 归系数 ＃统计量 ｉＰ

常量－

１ ． ０２３－０ ． ６６０ ０ ．５ １ ０

焦虑得分 ０ ．４６０ ０ ．４３ ９ ７ ． ８５ ０ ０ ．０００

年龄 ０ ． ０ ８３ ０ ．２２ ５ ４ ． １ ０９ ０ ．０００

婚姻状态 １ ． ２ ８６ ０ ． １ ９ ５ ３ ． ６６ ８ ０ ． ０００

规律运动－

１ ． １ ９９－０ ． １ ８３－３ ． ３ ５２ ０ ． ００ １

注 ： 炉＝
０ ． ５ １ ０

，
调整后 及

２
＝

０ ．４９４
， 
Ｆ 

＝
３ ２ ．６ １ ０

， 

Ｐ ＜
０ ．００ １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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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讨论

３ ． １ 农村老年人
一

＾资料及健鎌况

３ ． １ ． １
—般资料

本研究共调研 １ ９５ 例农村老年人 ， 平均年龄 ７ １ ． ５２ ± ７ ． ５９ 岁 ， 男性 占 比 ３ ８ ．９７％ ， 女

性 占比 ６ １ ． ０３％ 。 女性较男性 占 比高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

一

是农村老年人中女性比例略高

于男性比例 ， 根据当地村干部提供的在村居民户籍信息分析 ， 在村全部老人中女性 占 比

约为 ５５ ．０％ ， 男性 占 比约为 ４５ ．０％
；
二是调研接触对象中女性比例高于男性 ， 本次调研

共调研互助幸福院 ２ 个 ， 根据当地工作人员提供的数据 ， 互助幸福院 内老年人中男女比

约为 ２ ： １ ， 调研对象中互助幸福院居住老人共 ３ ８ 例 ， 其中女性 ２６ 例 ， 男性 １ ２ 例 ， 与幸

福院内全部老人比例基本
一

致 ； 三是老年女性参与调研意愿高于老年男性 ， 调研过程发

现老年女性更倾向于在研宄者及工作人员周 围并讲述 自 身健康情况 ， 这可能与女性更加

关注 自身健康有关 ［
３１

婚姻状态方面 ， ８６ ． １ ５％的老年人现有配偶 。 需要说明的是 ， 其中部分老年人为丧偶

之后的
“

再婚
”

状态 ， 当地称之为
“

碰锅儿
”

（音 ） ， 也有
“

朋伴儿
”

的意思 ， 即异性老

人
“

搭伴养老
”

。 本研究现有配偶老人中至少包括 ５ 对
“

碰锅儿
”

老人 （部分老人避讳

此事 ， 因此未进行记录 ） 。 武汉大学贺雪峰等 ［
３２

＿

３ ５
］对

“

搭伴养老
”

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

究 ， 认为
“

搭伴养老
”

实现 了类家庭功能 ， 在
一

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留守丧偶老人的养

老问题 ， 但面临伦理风险 。 居住方式方面 ， ２２ 例老年人独居 ， 平均年龄 ７４ ． ３ ６ ± ８ ．４８ 岁 ，

经 ＴＦＩ 衰弱量表评估其全部为衰弱状态 。 ２２ 例独居老人中 ， ５ 例从未结婚 ， 均为男性 ，

１ 例离异 ， １ 例 已婚 （配偶常年在外照看孙辈 ） ， 其余为丧偶 。 配偶是老年人的重要的社

会联系 ， 配偶缺失会导致老年人社会支持显著下降 ， 导致心理和生理健康问题甚至死亡

的危险性增加 ［
３Ｗ ９

］

。 Ｋｅｌｓｅｙ 等
［
３ ６

］发现 ， 丧偶会增加老年人发生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 ， Ｌ ｉｕ

等 ［
３７

】研究了我国巢湖地区老年人丧偶后死亡率的变化 ， 其研究显示丧偶会显著增加老年

人的死亡率 。 然而也有研究指出丧偶的高龄老年人可能具有更好的 自评健康程度 ， 李维

新等 ［
４Ｍ ｉ

］推测其原因与无照料老伴的负担和不再感受老伴病痛的痛苦有关 。 未来可以对

不同年龄段老年人婚姻状态和衰弱情况的关系进行更加深入的研宄 。

教育经历方面 ， ７６ ．４ １％老年人未接受过中学及以上的教育 ， 与中 国老龄科学研宄中

心发布的 《 中 国老年人生活质量发展报告 （ ２０ １ ９ ） 》 中全国老年人未接受过中学及 以上教

育的 比例 ７ １ ． １％相差 ５ 个百分点 ， 即调研对象受教育程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 其原因可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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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受教育程度高的老年人外 出工作或定居的 比例更高 ， 而本次调研对象主要为在村留

守老年人 。

经济方面 ， 研究对象中 ８９ 例 （ ４５ ．６４％ ） 月 收入不高于 １ ０００ 元 ， 远低于国家统计局

公布的 ２０２ １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 ３ ５ １ ２８ 元 ， 也低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年收

入 １ ８９３ １ 元 。 研究对象主要收入来源为种养殖业和政府补贴 。 种植方面 ， 当地气候寒冷 ，

年无霜期 ９０￣１ １ ０ 天 ， 因此只能种
一

季作物 ， 粮食作物 以莜麦为主 ， 其亩产约 １ ５０ 斤 ，

每亩纯收入不足 １ ００ 元 ， 部分老年人可通过种植业年收入约 １ ０００ ？ ２０００ 元 。 政府补贴

主要有养老保险 （每月 约 １ ２０ 元 ） 、 低保金 （每月 ２７０ 元 ） 、 耕地力补贴及种粮补贴 （每

亩地每年约 ９５ 元 ， 人均约 １ ０００ 元 ） 以及 ８０ 岁 以上老年人有高龄补贴 （每月 ２０￣４０

元 ） 、 退伍军人优抚金 （每月 ２００ ￣ ３ ５ ０ 元不等 ） 、 残疾人补贴 （每月 护理补贴 ６６ 元 ， 生

活补贴 ６０ 元 ） ， 此外部分 ８０ 岁 以下老年人有打扫卫生的公益岗工资 （每月 １ １ ０
￣

２５０

元 ） ， 针对部分低收入老年人还有村集体帮扶的特困救助资金 （每季度 ３ ３０
－

３ ６０ 元 ）等 ，

以上各项政府补贴即为老人的主要收入来源 。 值得指出 的是 ， 虽然项 目繁多 ， 但总金额

少 ， 且调研发现在村老年人若无外出务工经历 ， 则现有积蓄较少 。 经济负担方面 ， ７３ ． ８ ５％

老年人 自觉经济负担轻或无 ， ２２ ．０５％老年人 自觉中度经济负担 ， ４ ． １ ０％老年人 自 觉重度

经济负担 。 老年人经济负担主要取决于 自 身身体状况和子女经济状况 ， 其在农村生活成

本较低 ， 同时 由于农村合作医疗的普及以及
“

慢病证
”

等政策 ， 无大病的老人 自觉经济

负担不重 ， 就医经济负担每月 约 ３ ００ 元 。 ２０ １ ８ 年以来 ， 向琴等％
４３

］分析了贫困地区慢性

病老年人的疾病直接经济负担及影响因素 ， 结果显示 ， 贫困地区慢病患者平均年医疗负

担为 ３ １ ５ ６ 元 ， 与本研究结果
一

致 。 经济负担较重的老年人有两类 ，

一

是老年人患有重

病 ， 如糖尿病合并严重并发症 、 转移性实体瘤等 ， 其医药费负担较重 ， 多发生于高龄老

年人 ；
二是老年人子女负担较重 ， 如儿子成家需要购置房产等 ， 多发生于低龄老年人 。

身高与 ＢＭＩ 方面 ， 当地老年人身高测量数据存在较大误差 ， 其原因有两方面 ： （ １ ）

当地老年人存在
一

定比例的驼背与佝倭情况 ， 调研过程中有老年人 自述身高下降 ７
￣

８

厘米 。 实际测量发现根据老年人驼背与徇偻程度 ， 其身高可有 ３
？

８ 厘米变化 。 （ ２ ） 当

地老年人存在
一

定的腿部病变 ， 主要有跛脚和 ０ 型腿 ， 实际测量中破脚情况影响身高数

值在 ３
￣

５ 厘米左右 ， ０ 型腿也对身高有
一

定的影响 。 因此真实身高数据难 以测量 ， 进

而影响 了ＢＭＩ 数据的计算 。 以当地某老年人为例进行敏感性分析 ， 其体重为 ５４ 千克 ，

身高由 １ ．７０ 米下降为 １ ．６０ 米时 ， ＢＭＩ 由 １ ８ ． ３４ 上升为 ２０ ． ７０ ， 由体重偏低变为健康体重 。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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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１ ．２ 疾病相关资料

慢性病方面 ， １ ３ ９ 例农村老年人患有慢性病 ， 占 比 ７ １ ． ２ ８％ 。 《 ２ ０２ １ 年 中 国卫生统计

年鉴 》 公布 了２ ０ １ ８ 年对 ６５ 周 岁 以上农村居 民慢病率的调查结果 ， 东 、 中 、 西部农村居

民慢病率分别为 ５９ ． ４９％ 、 ６ １ ． ４３％和 ５ ８ ． ８ ８％ ［
４４

］

， 均低于本研宄结果 。 而不 同时间或不 同

地域调查结果差异较大 。 曹梦洁等 ［
４ ５

Ｈ周研得 出甘肃省平凉市 ３ ００ 例农村老年人的慢病率

为 ７３ ． ３ ３％
； 魏佳佳等％统计天水地区某村空巢老年人慢病率为 ８ ５ ． ８ ６％ 。 研宄对象平均

患有 １ ． ０ ８ ± ０ ． ９ ７ 种慢性疾病 。 根据疾病 的 患病率排序 ， 农村老年人最常见的 ４ 种慢性病

为高血压 （ ５ ６ ．４ １％ ） 、 冠心病 （ １ ２ ． ３ １ ％ ） 、 脑梗 （ ９ ． ７４％ ） 、 糖尿病 （ ６ ． ６ ７％ ） ， 结果与多个

研究基本
一

致 。 其中高血压患病率略高于 ２０ １ ２
？

２０ １ ５ 年全国范围的调查结果 （ ５４ ． ９２％ ）

［
４ ７

］

， 其可能与本地重油 、 重盐的饮食习惯有关 ［
４〃 ９

］

。此外 １ １ ０ 位老年人 自述有腰腿疼痛 ，

存在患退行性骨关节病的可能 ， 其原因与研究对象存在高强度劳作史相关 ［
５ （ ）

＿

５ ６
］

。 本课题

统计所得农村老年人慢性疾病数量可能低于实际情况 ， 主要有 以下三个原 因 ： （ １ ） 部分

农村老年人缺乏对高血压 、 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病等的基本知识 ， 就医意识差 ， 健康意识

淡薄 。 本课题研究过程中发现
一

些老年人长期存在头晕等情况 ， 但从未到医院就诊 ， 也

从未测量血压 ， 由课题组成员对其进行血压测量后发现其血压值己属于二级高血压范畴 。

（ ２ ） 部分患有严重慢性病的农村老年人不在家居住 ， 而在医院进行住院治疗 ， 因此无法

采集其健康信息 。 （ ３ ） 部分患有严重慢性病的农村老人 由于行动不便等原因 ， 未能来到

调研现场 。 凡能够 自主前往调研现场的老年人
一

般都是生理健康状况尚可 ， 同时较为积

极活跃的老年人 。 因此本课题采集到 的农村老年人慢性疾病数量可能低于实际情况 。

服用药物种类方面 ， 本研究调查得到 的数据可能具有
一

定的偏倚性 ， 故不作深入分

析 。 偏倚产生的原 因主要有两方面 ： （ １ ） 当地农村老年人就医意识差 。 调查过程中发现

部分老年人出现疾病或不适症状后 ， 不是选择正规医疗机构就诊 ， 而是盲 目 相信
“

快手
”

等网络平 台上传播的保健知识 ， 自 行购买保健品 以替代常规治疗药物 ， 只有当疾病较严

重时才会选择正规医疗机构就医 ； 部分老年人 由于知识水平较低 ， 不知道应该选择哪家

医院就诊及相应的就诊流程 ， 因而更倾向于不去就诊 ， 或优先选择私人诊所就诊 ， 其次

是镇卫生院 ， 最后才是县级或市级医院 ； 部分老年人 由于 自 身行动不便 、 缺乏交通工具

以及缺乏子女 的关心帮助等原因 ， 而未去医院就诊 。 研究表 明这些现象在我国其它省市

地区 的农村老年人亦普遍存在 ［
５ ７

，

５ ８
］

。 （ ２ ） 当地农村老年人存在不规律服药的情况 。 本课

题调查过程中 发现
一

些患有高血压 、 糖尿病 、 冠心病或痛风等疾病的老年人在症状缓解

或减轻后 自 行停药 ， 而症状复发或加重后又 自 行恢复服药 ， 存在
一

定的不规律服药现象 ，

４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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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调查统计的现服用药物种类可能具有
一

定的偏倚性 。 孙小龙等 ［
５９

］也调查发现

农村老年人存在较明显的不规律服药现象 。 未来可就农村老年人不规律服药现象进行更

深入的研宄 ， 探究其原因 ， 以更好地预防和解决该问题 。

运动习惯方面 ， ４７ 例 （ ２４ ． １ ０％ ） 老年人 自我报告近 １ 个月 保持规律运动锻炼 。 同时

调研发现 ， １ ３ ９ 例老年人仍从事农业劳作 （平均年龄 ６９ ． ０ １± ５ ． ８ ７ 岁 ） ， ５ ６ 例现在不再进

行农业劳动 （平均年龄 ７７ ． ７３ ± ７ ．７２ 岁 ） 。 本研宄中 １ ００％的农村老年人具有农业劳作史 ，

而其不再从事农业劳作的原因 多与高龄和重病有关 。

吸烟 、 饮酒习惯方面 ， 具有吸烟习惯的老年人共 ６９ 例 （ ３ ５ ． ３ ８％ ） ， 具有饮酒习惯的

老年人共 ７２ 例 （ ３ ６ ． ９２％ ） 。 吸烟和饮酒现象在当地老年人中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 ， 女性

吸烟和饮酒均为个例现象 。 同时值得指 出 的是 ， 农村老年人吸烟比例较高可能与当地劳

动强度相关 ， 部分老年人 自述平 日 劳动较为辛苦 ， 需要
“

抽根烟 ， 提提劲儿
”

； 饮酒比

例较高则主要与当地气候有关 ， 该地区处于 内蒙古高原南缘 ， 海拔约 １ ５００ 米 ， 从 １ ０ 月

份至次年 ５ 月 份气温均处于 ０

°

Ｃ以下 ， 许多在村老年人 自述每顿需要二两酒 （约 １ ００ ｍｌ ）

御寒 ，

“

暖暖身子
”

。

３ ． １ ．３ 共病状况

虽然慢性病和共病所包含的疾病种类和范围并不完全
一

致 ， 但两者的相关度很高 ，

存在
一

定的共线性风险 ， 因此本研究仅选取其中
一

者作为多 因素分析 自变量 （ 即共病 ） 。

根据 Ｃｈａｒｌｓｏｎ 合并症指数 ， ４６ 例老年人 ＣＣＩ 得分 ＜２ 分 ， １ ４９ 例老年人 ＣＣＩ 得分 ２２

分 ， 共病率为 ７６ ．４ １％ ， 平均 ＣＣ Ｉ 得分 ３ ． ３ １± ２ ． １ ７ 分 。 共病中最常见的疾病为高血压 ，

患病率 ５６ ．４ １％（ １ １ ０ 例 ） ， 其次为心肌梗死 ， 患病率 １ ２ ． ３ １％（ ２４ 例 ） 。 此外 ， 超过
一

半

的老年人 自诉腰腿疼痛 。 总体而言 ， 当地农村老年人处于较高的共病率水平 。

３ ． １ ．４ 心理状况

本研宄中
一

半 以上老年人存在焦虑或抑郁状态 。 本次调研过程中发现 ， 调研对象发

生焦虑主要与 自 身健康 、 经济负担和子女发展问题有关 ， 发生抑郁主要与配偶或亲友去

世、 自 身体能下降及收入下降有关 ， 同时社会支持不足也会増加其发生抑郁的风险 ［
６Ｑ

，
６ １

］

。

此外 ， 由于本研究中农村老年人属于经济弱势群体且教育水平较低 ， 在行走、 听力 、 视

力等方面存在较为明显的失能现象 ， 精神脆弱程度更高 ［
６２

］

， 因此可能存在较高的抑郁风

险 。 值得指出 的是 ， 由于 ＨＡＤＳ 量表为 自评量表 ， 具有
一

定的主观性 ； 同时该量表中通

常使用
“

我能欣赏
一

本好书或者
一

项好的广播或者电视节 目
”

和
“

我对 以往感兴趣的

事情还是有兴趣
”

之类的提问来评估研究对象的心理状况 ， 而本次调研中 的农村老年人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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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生活单
一

， 兴趣爱好较少 ， 因此倾向选择
“

很少 （欣赏 ）

”

和
“

没有兴趣
”

之类的

回答 ， 因此其抑郁评估结果可能存在高估 。

３ ．２ 农村老年人衰弱现状

农村老年人的衰弱状况不容乐观 。 国 内外学者在不同地域 、 不同研究群体间调查得

出 的衰弱发生率差异很大 ｌ
６ ３

＂６ ９
１

。 本研究 中衰弱发生率为 ８ ５ ． １ ３％ ， 高于王志燕等在 山 西农

村 ［
７ （ ）

］和胡依娜等在湖南农村 「 １
］研究结果 （ ４２ ． ７％和 ３ ８ ． ６％ ） ， 且远高于北京 、 广州 、 哈尔

滨 、 沈阳等城市社区老人衰弱发生率 ［
６ ６

，

６ ８ ￣ ６９
，

７ ２
］

。 其原 因有四方面 ： （ １ ） 不 同研究者所使

用 的衰弱评估工具不 同 。 本研宄使用 中 文版 ＴＦ Ｉ 衰弱量表调查农村老人的衰弱发生率 ，

其余研宄者分别采用 Ｆｒｉｅｄ 衰弱表型量表 （ Ｆｒｉ ｅｄ
’

ｓ
ｐ
ｈｅｎｏ ｔｙｐｅ ，ＦＰ ） 、 老人衰弱调查 问卷

（ Ｖｕ ｌｎｅｒａｂ ｌ ｅＥ ｌｄｅｒｓＳｕｒｖｅｙ ，
ＶＥＳ －

１ ３ ）
［
７ ３

］等工具调查农村老年人的衰弱发生率 。 ＴＦＩ 衰弱

量表为多维度衰弱测量工具 ， 包括生理衰弱 、 心理衰弱和社会衰弱三个维度 。 ＦＰ 量表为

单维度衰弱 （生理衰弱 ） 测量工具 ， 该量表共包括 ５ 项生理测量指标 ， 较为客观 ， 但容

易发生地板效应 ［
７４

］

。 ＶＥＳ －

１ ３ 问卷为 自 我报告式衰弱测量工具 ， 该 问卷分为年龄 、 自评

健康 、 躯体功能和 日 常生活能力 ４ 部分 （共 １ ３ 个条 目 ） ， 主要用于诊断老人的生理衰弱 。

这些工具在诊断衰弱发生率方面具有
一

定差异性 。 （ ２ ） 本研究调查对象所在村落均为

“

空心村
”

， 空心率为 ７４ ． ５％ ？

８ １ ．４％ ， 即仅两成村民 留守在村 ， 年龄较低 、 教育水平较

高和身体健康状况较好的老年人多外 出工作或定居 ， 在村老年人多为年龄较高 、 教育水

平较低或身体健康状况较弱的老年人 ， 故衰弱发生率较高 。 （ ３ ） 本研宄调查对象普遍收

入较低 ， 经济条件较差 ， 经济条件较好的老年人多 已在外定居 。 多项研究表明 ， 衰弱率

与收入呈负相关 ［
６ ６

，
６ ７

，

６９
，

７ ５
】

。 （ ４ ） 本研究调查对象所在村落均无卫生所或医药室 ， 村民就

医距离在 １ ０ 公里左右 ， 老年人就医有难度 ， 存在
“

胡乱吃药
”

和
“

小病拖大
”

的情况 ，

因此健康程度较差 ， 衰弱发生率较高 。 经济落后地区
“

空心村
”

留守老年人的高衰弱率

值得关注 。

调查结果显示 ， 农村老年人存在生理 、 心理和社会三个维度的衰弱症状 。 生理衰弱

方面 ， 近九成老人存在 自 评身体健康状况不佳情况 ， 与本研宄共病者较多有关 ， 也与本

研宄老年人年龄较高 ， 体能随年龄增长而大幅度下降有关 。 约 ８０％的老年人有频繁身体

疲劳感 ， 与本次调研时间有关 。 本次调研时间为 ８
？

９ 月 ， 与当地农忙时节重合 ， 从事

体力劳动的老年人经常处于劳累状态 。 超过 ６０％的老年人身体平衡能力下降或行走困难 ，

半数老年人 自 感手上无力 。 身体平衡下降和行走困难主要与体力劳动强度较高和腰腿疾

病患病率较高有关 ， 且多数老年人认为腰腿疼痛属于老年正常现象 ， 极少主动干预或就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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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 ， 因此疾病无法得到有效治疗或控制 。

心理衰弱方面 ， 九成以上老年人应对能力下降 ， 其普遍 自觉文化程度较低 ， 且与外

面世界接触较少 ， 因此缺乏 自信 ， 认为 自 己不擅长处理问题 。 例如 ， 调查过程中常有老

年人表示
“

我不认识字 ， 弄不来
” “

我也闹不机密 （搞不清 ）

”

。 ５０％的老年人存在焦

虑或抑郁状态 ， 其相关分析已在老年人心理状况部分进行相关讨论 ， 不再赘述 。

社会衰弱方面 ， 约八成老年人 自感缺乏支持或社会关系薄弱 ， 原因有三方面 ： （ １ ）

配偶 、 亲戚 、 朋友特别是子女的过世导致老年人社会联系类别缺失 ， 社会联系显著下降 。

本研究调查过程中 ， 多位老年人谈及过世配偶或子女时出现落泪 。 （ ２ ）躯体疾病的增加 、

生活活动能力的下降均缩小了老年人的活动范围 ， 降低了其参与社会活动的可能性 ， 减

少 了其社会联系 中的紧密联系和疏松联系 ［
７６

］

。 （ ３ ） 本研究调查对象从子女方面获得的支

持也严重不足 ， 外 出务工子女返乡次数非常有限 ， 而新冠疫情更降低 了其返乡次数 ， 多

位老年人表示 已超过
一

年未见子女 ， 而部分老年人无使用智能手机能力 ， 无法与子孙视

频 ， 进
一

步增加其孤独和无助感 。

３ ．３ 农村老年人衰弱相关因素分析

３ ．３ ． １ 人 □学因素

⑴ 性别

本研究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农村老年人衰弱与性别相关 ， 女性衰弱率更高 ， 衰弱程

度更严重 。本研究中女性衰弱发生率为 ９ １ ． ６０％ ， 衰弱得分中位数和四分位数为 ８ ． ００
（
６ ．００

，

１ ０ ．００
）分 ； 男性衰弱发生率为 ７５ ．００％ ， 衰弱得分中位数和四分位数为 ７ ． ５０

（
４ ．２５

，
９ ．００

）分 。

Ｆａｎ 等 通过对我国 ５ １ 万余名 中老年人衰弱情况进行研宄 ， 发现女性的衰弱发生率和

平均衰弱指数均高于男性 。 Ｃｈｅｎ 等 通过对我国 台湾地区 ２３ ８ 名老年人衰弱情况进行

研宄 ， 发现女性衰弱发生率较男性高 ２０％ 。 Ｓｏｐｈｉｅ 等 『
￥８３

］通过对不同 国家和地区的人群

进行研究也得到 了类似结论 ， 并认为其主要与身体成分 、 环境适应力和激素水平等有关 。

Ｗａｔｅｒｓ 等 ｔ
８４
Ｈ人为女性高脂肪率和低肌肉率是高衰弱率的原因 ， Ｈｕｂｂａｒｄ

［
８ ５

１认为低环境适

应能力是造成女性高衰弱率的原因 ， 也有研究认为老年女性绝经后雌激素水平下降 ， 导

致维生素 Ｄ 吸收减少 ， 进而影响健康 ， 诱发衰弱 ［
８６

＿

８ ８
］

。 鉴于此 ， 医护人员可考虑针对不

同性别老年人的特点 ， 制定个性化的干预和治疗方案 ， 以降低老年人衰弱风险和衰弱危

害 。 然而多 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性别与农村老年人衰弱不相关 ， 其原因有二 ： （ １ ） 本研宄

样本量相关较小 ， 无法检测 出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关联 ； （ ２ ） 性别对老年衰弱的影响受到

了其他因素 （如婚姻状态、 吸烟 、 饮酒习惯等 ） 的干扰 ， 因此未能进入多元线性回归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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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

一

些研究者也认为性别与衰弱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性 ， 例如我国
一

项 Ｍｅｔａ 分析结

果显示性别不是衰弱 的影响 因素 ［
８９

］

。 综上 ， 目 前关于性别对衰弱 的影响 尚无统
一

结论 ，

未来可进行更大样本 、 更加严谨的研究设计 以进行进
一

步的研究讨论 。

（ ２ ） 年龄

本研宄单因素和多 因素分析结果皆显示年龄会影响衰弱 ， 即年龄越大 ， 衰弱程度越

严重 ， 与 以往研宂结果
一

致 ［
９ （ ）

＿

９ ３
］

。 随着年龄増长 ， 生理性衰老导致躯体生理机能变弱 ，

身体储备能力 下降 ， 多系统出现累积性衰退 ， 因此更容易发生衰弱 。 ？ １！ １叩 等 ［
９叫人为 ，

人体生理年龄增长造成的系统性慢性炎症 （ ｓｙ ｓｔｅｍ ｉ ｃｃｈｒｏｎ ｉｃ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 ｉｏｎ
，

ＳＣ Ｉ ） 是衰弱

的重要原 因 。 鉴于此 ， 建议医护人员对老年人进行早期筛查和预防 ， 以延缓衰弱进程 。

（ ３ ） 婚姻状态与居住方式

本研宄单因素和多 因素分析结果皆显示婚姻状态会影响衰弱 。 本研究中 ， 有配偶老

人衰弱率 ８ ２ ． ７４％ ， 平均衰弱得分为 ７ ． ５ ３ 分 ； 无配偶老人衰弱率 １ ００％ ， 衰弱得分 中位数

和 四分位数为 ９ ． ６ ３ 分 。 值得注意的是 ， 无配偶者平均年龄 （ ７６ ． ０７ 岁 ） 较有配偶者平均

年龄 （ ７ ０ ． ７９ 岁 ） 高 出 ５ ． ２ ８ 岁 。 为排除年龄因素的干扰 ， 本研究分析 了８ ０ 岁 以下的老年

人 （ １ ６９ 例 ） 配偶因素与衰弱的相关性 ， 此时有配偶者平均年龄 ６９ ． ２３ 岁 ， 无配偶者平

均年龄 ７ １ ． ０ ５ 岁 。 ８ ０ 岁 以下老年人中 ， 无配偶者衰弱率 １ ００％ ， 平均衰弱得分为 ９ ． ３ ７ 分 ；

有配偶者衰弱率 ８ １ ． ３ ３％ ， 平均衰弱得分为 ７ ． ３４ 分 ， 即无配偶者衰弱率更高 ， 衰弱程度

更严重 。 国 内 外很多研究认为婚姻状态是衰弱 的影响 因素 ， 未婚 、 离异或丧偶 的老年人 ，

其衰弱发生率高于有配偶的老年人 ［
９４ ￣ ９ ５

］

。 其基本原因有两方面 ：

一

是生理方面 ， 无配偶

老年人多为独居状态 ， 饮食起居方面普遍存在
“

将就
”

和
“

糊弄
”

现象 ， 影响其生理健

康状态 ， 例如本次调研中某老年人 自 述
一

个人不愿意动 了 ， 随便吃点就可 以 了 ；
二是心

理和社会方面 ， 无配偶 的独居老年人 ， 社会支持不足 ， 心理上存在衰弱 。 建议医护人员

及社会各界给予无配偶或独居老年人更多的关注 ， 降低其衰弱风险 。

本研宄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衰弱与居住方式相关 ， 不 同居住方式的老年人衰弱得分

具有显著差异性 （ 户 ＜ ０ ． ０ ５ ） 。 １ ９ ５ 例研究对象中 ， 独居老年人平均年龄 ７４ ． ３ ６ 岁 ， 衰弱率

为 １ ００％ ， 平均衰弱得分为 ９ ． ６０ 分 ； 与家人同住老年人平均年龄 ６ ９ ． ６ １ 岁 ， 衰弱率 ７ ８ ． ５２％ ，

平均衰弱得分为 ７ ． ３ ７ 分 ； 互助幸福院居住老年人平均年龄 ７ ６ ． ６３ 岁 ， 衰弱率 １ ００％ ， 平

均衰弱得分为 ８ ． ３ ９ 分 。 其中 ， 互助幸福院老年人与独居老年人相 比 ， 平均年龄更高 ， 平

均衰弱得分更低 ， 即互助幸福院居住的老年人衰弱程度更低 。 老年人 由于健康问题等原

因 ， 社交能力与社交半径下降 ， 与人交流的机会减少 ， 而互助幸福院降低 了 老年人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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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难度 ， 增加 了 老年人的交流机会 ， 因此在
一

定程度上能够帮助老年人缓解 内 心 的孤独

感 ； 另外
一

方面 ， 互助幸福院 内 老年人在生活方面有互相帮助的可能 ， 调研中也存在
一

位老年人种菜之后将其分给 同
一

排房间居住的其余 ６ 位老年人的情况 。 Ｇｏ ｔａｒｏ Ｋｏ
ｊ

ｉｍａ 等

［
９ ６

］通过 ４４ 项横断面研宄和 ６ 项纵向研究数据进行荟萃分析 ， 也得 出 了类似的结论 ， 认

为独居老年人 比非独居老年人的衰弱率更高 （ 尤其是男性 ） ， 并认为其可能与脱离社交

网络有关 。 国外多项研究 ［
９ ７

＿９９
］表明互助养老能够显著提升农村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感和成

就感 ， 李放等 对农村老年人的研究表 明对于生活满意度较低的农村老年人更倾 向于

居住在互助幸福院 。 国 内 也有研宄发现居家 的老年人较养老院的老年人幸福指数更高 ，

但其研究对象是城市社 区老人 ［
１ （ ） １

］

。 与我国千百年的传统文化相关 ， 老年人更倾 向 于在

家养老 ｎ 〇ｚ ｉ 〇 ３
］

， 而位于村 内 的互助幸福院则 同时实现 了
“

在家养老
”

与
“

有人陪伴
”

。

当然 ， 互助幸福院 内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与建设水平 、 服务能力和服务政策等相关 ， 本次

调研中 的两个互助幸福院 中 ，

一

个院 内 安装有健身器材 ， 因此该幸福院 内老年人普遍具

有运动 习惯 ， 而另
一

个幸福院 内无健身器材 ， 因此此处老年人大多无运动 习惯 。 但多 因

素分析结果未显示居住方式和衰弱 的相关性 ， 其原 因有二 ： （ １ ） 本研宄样本量较小 ， 无

法检测到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关联 。 （ ２ ） 居住方式对衰弱 的影响受到 了婚姻状态等变量的

影响 ， 无配偶者多为独居状态或居住于互助幸福院 ， 有配偶者多与家人同住 。 从护理建

议方面 ， 农村应鼓励建设居住型互助幸福院 ， 满足老年人在当地养老的意愿 ， 同时提升

互助幸福院 内 医疗护理条件和康复条件 ， 完善健身设施等建设 ， 促进老年人的心理健康

与生理健康 。

（ ４ ） 教育水平

本研究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教育水平与衰弱率和衰弱得分呈负相关 ， 即受教育程度

越高 ， 衰弱率越低 ， 衰弱程度越低 。 生理健康方面 ， Ｍａｒｉｅ 等 ［
１％对法国 ２３ ５ ０ 名老年人

的衰弱情况进行研宄得出 了相似结论 ， 并认为受教育水平低 的老年人生活方式更加不健

康 ， 患病可能性更高 。 心理健康方面 ， 〇 １

＇

〇 ：０＾ １１ 等 ［
｜ （ ） ５

］对荷兰的 ５ ０６ １ 名老年人的研宄结果

显示 ， 受教育程度低的老年人更容易受到环境压力 的影响 ， 抑郁与认知障碍的风险更高 。

多维度健康方面 ， Ｚｈａｎｇ 等
［

１ ％
］对我国 ５ ３ ４ １ 名老年人的研究结果显示 ， 受教育程度低是

发生生理衰弱 、 心理衰弱和认识衰弱等的共 同危险因素 。 本次调研 中 ， 部分初 中及 以上

学历的老年人有当兵 、 做村干部 （会计 、 妇女主任 、 生产队队长 ） 等经历 ， 社交能力更

强 ， 解决 问题能力较强 ， 部分具有看书 、 看报等习惯 ， 兴趣爱好较不识字的老年人更广

泛 ， 情绪输 出途径更多 ， 在
一

定程度上延缓 了 衰弱状况 。 但教育水平因素未进入衰弱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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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 回 归方程 ， 主要原 因为本研究样本量较小 ， 且超过 ３ ／４ 的研究对象为小学及 以下教

育水平 ， 其他教育水平的研究对象数量过少 ， 因此在多 因素分析中未能得到其相关性 。

（ ５ ） 月 收入与经济负担

本研宄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月 收入与衰弱率和衰弱程度呈负相关 ， 即 月 收入越高 ，

衰弱率越低 ， 衰弱程度越低 。 月 收入不足 １ ０００ 元的老年人衰弱率 ９３ ． ２６％ ， 衰弱得分中

位数和 四分位数为 ９ ． ００
（
７ ． ００

，１ ０ ． ００
）分 ； 月 收入 １ ０００

？

２４９９ 元的老年人衰弱率 ８ ０ ． ００％ ，

衰弱得分中位数和 四分位数为 ８ ． ００
（
５ ． ００

，
１ ０ ． ００

）分 ； 月 收入大于 ２５ ００ 元的老年人衰弱率

６ ３ ． ６４％ ， 衰弱得分中位数和 四分位数为 ６ ． ００
（
３ ． ００

，
７ ． ００

）分 。 Ｃｒ ｉ ｓｔｉａｎｏ 等 对北美 、 南美

和欧洲 ４ 个国家 １ ７２ ５ 名社区老年人衰弱情况的研究得到 了相似结论 ， 余 自 娟等 对河

南 ２ ８４ 例农村老年人衰弱情况的研究也得到 了类似结论 ， 均发现低收入是衰弱 的预测因

素 。 但本研究中 月 收入因素未进入衰弱的多元回归方程 ， 其原因有二 ： （ １ ） 月 收入对衰

弱的影响受到 了经济负担等变量的影响 ；
（ ２ ） 本研究对月 收入进行 了分层分析 ， 若将月

收入原值作为 自变量分析或调整其分层方法或许会得到不同结论 。

本研究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经济负担与衰弱率和衰弱程度呈正相关 ， 即经济负担越

重 ， 衰弱率越高 ， 衰弱程度越高 。 老年人经济条件越好 ， 则其做消 费决定时越 自 由 ， 不

必考虑增加子女负担等因素 ， 因此无心理负担 ， 身心更加健康 ［
１ （ ） ９

］

。 但本研究 中经济负担

因素未进入衰弱的多元回 归方程 ， 其原因有二 ： （ １ ） 本研宄样本量较小 ， 且超过 ７ 成的

研宄对象均为轻度经济负担 ， 无法检测 出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关联 ；
（ ２ ） 经济负担对衰弱

的影响受到 了年龄 、 婚姻状态和月 收入等变量的影响 。

３ ．３ ．２ 疾病相关因素

⑴ 共病

本研究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共病与衰弱率和衰弱得分呈正相关 。 本研究 中 ＣＣ Ｉ 得分

＜ ２ 分的老年人衰弱发为 ６ ３ ． ０４％ ， 平均衰弱得分为 ６ ． ５４ 分 ；
ＣＣ Ｉ 得分 ２

２ 分的老人衰弱

率为 ９ １ ． ９ ５％ ， 平均衰弱得分为 ８ ． ２ １ 分 ， 即 患有多种慢性病会增加老年人的衰弱率 ， 力口

重其衰弱程度 。 本研宄结论与前人研宄结果
一

致 ［
ＵＷ １ ３

］

， 发现衰弱与共病存在密切关联 ，

并认为这可能与两者在发生发展过程 中具有共同机制有关 。 共病谱 中 出现频率最高的是

高血压 ， 其次为心梗 。 医务工作者应加强老年人群体的慢性病预防与控制 ， 减轻或延缓

其衰弱进程 。 但本研究中共病因素未进入多元回 归方程 ， 其原 因有二 ： （ １ ） 本研宄样本

量较小 ， 且 ３ ／４ 以上的研宄对象均处于共病状态 ， 因此未能检测 出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关

联 ；
（ ２ ） 共病状态对衰弱 的影响受到 了年龄 、 吸烟和饮酒等变量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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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 生活方式

本研究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吸烟和饮酒习 惯与衰弱率和衰弱得分呈负相关 ， 即吸烟

和饮酒者的衰弱率更低 ， 衰弱得分更低 。 但本研究 中吸烟和饮酒人群具有明显的性别差

异 ， 因此应谨慎解释本结果 。

吸烟方面 ， １ ９ ５ 例研究对象 中 ， 吸烟者 占 比为 ３ ５ ． ３ ８％（ 吸烟者 中 男性 占 比 ９ ８ ． ６％ ） ，

吸烟者衰弱率为 ７ ３ ． ９ １ ％ ， 平均衰弱得分为 ７ ． １ ６ 分 ； 不吸烟者衰弱率为 ９ １ ． ２ ７％ ， 平均衰

弱得分为 ８ ． １ ８ 分 ， 即不吸烟者的衰弱率和衰弱得分更高 。 既往研宂关于吸烟和衰弱 间关

系 的结论未完全
一

致 。

一

项大型欧洲研究显示⑴ ４
１

， 其 中在 ５ ０ 岁至 ７０ 岁之间 的人群中 ，

吸烟与衰弱指数呈正相关 （ 即吸烟与衰弱程度呈正相关 ） ， 而在 ７０ 岁 以上人群中呈负相

关 ， 并认为这
一

矛盾可能是 由幸存者效应 引起的 ， 即衰弱 的吸烟者 由于早逝或变得 日 益

虚弱而无法吸烟 ， 因此吸烟作为衰弱的危险因素可能会在老年人群中被掩盖 。

一

项 中 国

研究显示 ［
１ １ ５

］

， 吸烟与衰弱之间 的关系具有
一

定的性别差异 ， 男性吸烟者较男性不吸烟者

的衰弱指数更高 （ 即 男性 中 ， 吸烟与衰弱程度呈正相关 ） ， 而女性中不存在这种差异 。 吸

烟会 以 多种方式加剧衰弱 的进展 ， 例如吸烟者较不吸烟者具有更高水平的潜在有害生物

标志物 ， 包括 Ｃ －反应蛋 白 、 白细胞介素 －６ 和肿瘤坏死因子－ａ 水平等 ， 并导致肌肉质量

和力量降低 ， 影响血管功能 ， 降低身体机能 ， 从而增加衰弱风险 ［
１ １ ６

］

。 本研宄 中 ， 男性不

吸烟者和女性吸烟者 比例较低 ， 因此无法得到 同性别受试者 中吸烟和衰弱 的 明确关系 ，

未来研究可通过扩大样本量和控制混杂 因素等方法进行进
一

步研究 。

饮酒方面 ， １ ９ ５ 例研究对象 中 ， 饮酒者 占 比为 ３ ６ ． ９２％ （饮酒者中 男性 占 比 ９３ ． ４２％ ） ，

饮酒者衰弱率为 ７５ ． ００％ ， 平均衰弱得分为 ７ ． １ １ 分 ； 不饮酒者衰弱率为 ９ １ ． ０６％ ， 平均衰

弱得分为 ８ ． ２４ 分 ， 即饮酒者的衰弱率和衰弱得分更低 。 本研宄结果与既往研宄结果
一

致 。 Ｒｏ ｓａｒｉｏＯｒｔｏＭ 等 ｔ
１ １ ７

］通过调查西班牙老年人饮酒模式和衰弱 的关系 ， 结果显示某些

饮酒模式 （ 尤其是仅在用餐时饮酒的模式和地 中海饮酒模式 ） 与老年人衰弱风险较低有

关 。 ？１ 丨 １１
：７
〇 １１１＾ ８ １１ 丨 １１ 等 ［

１ １ ８
］通过调查韩 国老年男性吸烟 、 饮酒和衰弱之间 的关系 ， 结果显示

吸烟和非酒精摄入组老年男性的衰弱率明显高于非吸烟和酒精摄入组 ， 即吸烟和不饮酒

能降低老年男性的衰弱风险 。 〇 （＾ １

＂

〇 １（＾ 丨 １１１３ 等 ［
１ １ ９

］通过对 ４ 项研宄 （ ？７
＝

４４０ ５ １ ） 进行系

统评价 ， 结果显示与不饮酒者相 比 ， 饮酒者的衰弱风险更低 ， 并认为这种关联可能是 由

于未调整混杂 因素 （包括年龄 、 性别 、 文化水平 、 社会经济地位 、 吸烟 、 抑郁和认知功

能 ） 或生存偏倚所导致的 。 有两种机制可 以解释与饮酒相关的衰弱低风险率 ： （ １ ） 生理

方面 ，

一

致的证据表明饮酒与较高的高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和脂联素水平 、 较低的纤维蛋

５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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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原水平以及葡萄糖代谢标志物有关 ［
｜ ２ （１ １ ２ １

］

。 （ ２ ） 心理或社会方面 ， 适度饮酒可 以促进

社会联系 ， 可能有助于构建或加强社会支持或网络 ， 防止社会孤立 ， 因此有助于预防或

降低衰弱的发生与进展 ［
１ ２２

］

。 但总的来说 ， 没有证据支持非饮酒者使用酒精治疗性药物 ，

也不能因此提倡非饮酒者开始饮酒 ， 特别是考虑到酒精的潜在危害 。

然而吸烟和饮酒两个因素均未进入衰弱 的多元回 归方程 ， 其原因有二 ： （ １ ） 本研究

样本量较小 ， 无法检测到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关联 。 （ ２ ） 本研宄 中具有吸烟或饮酒习惯的

老年人具有明 显的性别差异 （ 吸烟和饮酒者几乎全部为男性 ） ， 即吸烟或饮酒 习惯对衰

弱 的影响受到 了性别等混杂 因素的干扰 。

运动方面 ， 本研究单因素和 多 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规律运动会减轻衰弱程度 。 本研究

中具有规律运动 习惯的老年人平均年龄 ７２ ． ３ ４ 岁 ， 平均衰弱得分为 ６ ． ７９ 分 ； 而无规律运

动 习惯的老年人平均年龄 ７ １ ．２ ６ 岁 ， 平均衰弱得分为 ８ ． １ ５ 分 ， 即规律运动 的老年人 ， 其

衰弱得分更低 。 大量研究认为运动锻炼对健康有促进作用 ［
１ ２１ １ ２４

１

， 同时本次调研中发现

部分老年人的运动 习惯为
“

集体健身
”

， 即 几位老年人在健身器材处边聊天 、 边运动 ，

其生理和心理健康 同时得到提升 。 因此建议完善农村健身设施 ， 或者在农村推广八段锦 、

太极拳等传统运动 ， 有条件的地区也可 以组建秧歌队或广场舞队等 ， 促进其养成运动习

惯 ， 延缓衰弱状态 。 值得指 出 的是 ， 本次调研中 ， 研究团 队走访 了
“

中 国瑜伽第
一

村
一

一玉狗梁村
”

。 ２０ １ ６ 年 ， 该村老年人在驻村扶贫工作队第
一

书记卢文震的带领下开始练

习瑜伽 。 走访过程中 ， 数位老年人表示练 习瑜伽后 ， 身体更好了 ， 精神也更好了 ， 其平

衡能力显著优于未练习瑜伽 的村 民 。

３ ．３ ．３ 社会心理学因素

本研宄单因素和多 因素分析结果皆显示焦虑会影响衰弱 。 焦虑得分每升高 １ 分 ， 衰

弱的得分增加 ０ ．４６ 分 。 １ ９ ５ 例研究对象中 ， 焦虑者衰弱率为 ９６ ． ７７％ ， 平均衰弱得分为

９ ． ３４ 分 ； 非焦虑者衰弱率为 ７４ ． ５ １％ ， 平均衰弱得分为 ６ ．４ ３ 分 ， 即焦虑者的衰弱率和衰

弱得分更高 ， 与既往研究结果
一

致 ［
１ ２ ５

］

。 这
一

现象可能与焦虑者具有更高水平的功能障

碍和认知能力 下降有关 ， 因此其更容 易发生生理衰弱 、 心理衰弱和认知衰弱等 。 本研究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抑郁与衰弱率和衰弱得分呈正相关 。 抑郁者衰弱率为 ８ ８ ． １ ４％ ， 平均

衰弱得分为 ８ ． ０ ３ 分 ； 非抑郁者衰弱率为 ５ ５ ． ５ ６％ ， 平均衰弱得分为 ５ ． ７２ 分 。 但抑郁因素

未进入多 元 回 归方程中 ， 其原 因是本研究样本量较小 ， 且抑郁对衰弱的影响受到 了焦虑

等变量的影响 。 Ｃｈａｎｇ 等
［
８ ７

４人为抑郁是衰弱 的独立影响 因素 ， 其会影响 中枢系统 、 免疫

系统 、 内分泌系统和心脑血管系统功能而影响健康 ［
１ ２ ６

， １ ２ ７
］

。 Ｊｉｎ 等 ［
１ ２ Ｓ

］研究认为社会支持

５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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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衰弱与抑郁关联的基础 ， 其通过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介导和缓和 了衰弱与抑郁之间

的关联 。 也有研究发现老年人孤独感会减缓步速 ， 降低老年人 日 常生活活力 ， 增加肌少

症发病率ｎ ２９
－＾

］

。 目 前农村老年人常有
“

老人无用
”

的言论 ， 认为 自 己在年老后不能继

续从事体力劳动或者农业生产 ， 不能再为家庭创造价值 ， 反而成为家庭的负担 ， 认为 自

己处于家庭的边缘 ， 因此生活积极性受到压制与消磨 。 希望医务工作者及社会各界能更

加关注农村老年人的精神状态 ， 缓解其焦虑和抑郁状况 ， 进而改善其衰弱状态 。

综上 ， 本研究发现农村老年人衰弱影响因素包括年龄 、 婚姻状态 、 焦虑状态和运动

习惯 。 近年来研宄表明城市老年人衰弱与诸多因素相关 ， 包括年龄 、 性别 、 婚姻状况 、

文化程度 、 居住状态 、 生活方式 、 营养状况 、 睡眠状况 、 身体活动水平 、 慢性病数 目 、

多重用药 、 焦虑 、 抑郁和认知功能等 ［
１ ３Ｗ ３Ｊ

ｉ

。 将本研究结果与城市老年人衰弱影响因素

对比后发现 ， 城乡老年人的衰弱影响影响因素是不同的 ， 这主要是因为 ： （ １ ） 城市老年

人
一

般在经济水平 、 文化程度和认知能力等方面具有
一

定优势 ， 且城市老年人之间在上

述因素等方面具有较大差异 ， 不同层次或水平的城市老年人其衰弱程度不同 ； 而农村老

年人在上述因素等方面通常无明显差异 ， 其经济水平和文化程度等普遍较低 （尤其是原

贫困农村地区老年人 ） ， 故本研宄未能检测到上述因素与农村老年人衰弱相关 。 （ ２ ） 本研

究样本量较小 ， 因此可能无法检测出某些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关联因素如性别等 。 （ ３ ） 本

研究在选取衰弱影响因素时主要参考衰弱整合模式 ， 未能覆盖到身体活动水平等因素 ，

所以也未能检测 出这些因素是否对衰弱具有影响 。 因此 ， 建议医务工作者和社会各界给

予农村老年人更多关注 ， 注重缩减城乡老年人之间的健康差异 ， 以更好地促进健康老龄

化和积极老龄化的进程 。 此外 ， 可就农村老年人衰弱现状和影响 因素进行更大样本和更

加全面的调查研究 ， 以期制定更具针对性的护理措施 ， 更好地预防和延缓其衰弱进程 。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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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结论与展望

４ ． １ 结论

本研究调查发现现上地区农村老年人的衰弱状况极为严峻 ， 衰弱率高 ， 衰弱程度严

重 ， 应予以重视 。 农村老年人衰弱与年龄 、 婚姻状态 、 焦虑状态和运动习惯等多种因素

相关 ， 需采取多学科综合干预措施预防或延缓衰弱的发生和进展 ， 如健康教育 、 政策保

障和社会支持等 。

４ ．２ 展望

本研究对预防或延缓农村老年人衰弱进程有如下启示 ：

（ １ ）科研人员 、 医务工作者以及社会各界应当加强对农村老年人衰弱状况的关注 。

科研人员可针对农村老年人特点改进现有量表或者设计更加科学的评估体系 ， 深入探究

农村老年人衰弱诱因及保护因素 ； 医务工作者可开展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宣传工作 ， 帮助

老年人建立 良好生活习惯 ； 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在改善老年人居住环境 ， 提升基础设施等

方面开展工作 ， 为老年人营造 良好的生活氛围特别是体育锻炼环境 ； 社会各界多关注老

年人的精神生活 ， 为老年人提供更便利的社交方式和融入社会的机会 。

（ ２ ） 农村老年女性是弱势群体中 的弱势群体 ， 在完成生儿育女等家庭职能并经历

更年期 、 绝经期而迈入老年后 ， 其生理和精神状态发生了较大的改变 ， 因此社会各界可

以在农村老年女性方面投入更多关注 。

（ ３ ） 年龄对衰弱具有显著影响 。 有关部 门可以针对老年人开展年度体格检查或健

康状态评估等工作 ， 帮助老年人早发现、 早预防 、 早诊断 、 早治疗 。

（ ４ ） 鼓励农村老年人与家人同住或者居住在本村的互助幸福院 ， 建议有关部门可

以在
“

空心村
”

建立互助幸福院 ， 完善其管理制度 ， 更好为老年人服务 。

（ ５ ） 目 前贫困地区农村老年人的月 收入较低 ， 相关部 门应当着力提升农村老年人

收入 ， 例如提升农村老年人低保和养老保险金等 ， 避免农村老年人出现过度劳作现象 ，

加重衰弱程度 。

（ ６ ） 社会各界应关注和帮助农村老年人建立健康科学的生活习惯 ， 丰富其单调低

质的精神文化生活 ， 改善其身心状态 。 例如在老年人中推广八段锦等健身运动 ， 鼓励村

民加入广场舞或秧歌队等 ； 帮助老年人戒烟限酒等 。

５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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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性定义

［
１
］ 多重用药 ： 同

一

患者服用多种药物 ［
１ ３３

］

， 通常指服用 ５ 种及 以上药物 ， 包括非处

方药 、 处方药 、 中草药及保健品 。

［
２

］
共病 ： 同

一

患者同时存在 ２ 种及以上慢性疾病 ｔ
１ ３４

］

。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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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坝上地区农村老年人中医症状及证候要素分布情

况研宂

本研究第
一

章调查分析 了坝上地区农村老年人的衰弱现状及相关因素 ， 结果显示该

地区老年人衰弱率很高 ， 且与缺乏规律运动等因素相关 。 第二章进
一

步分析 了 该地区老

年人中 医证候要素分布特征 ， 探索该地区老年人的主要证型是什么 ， 从而构建针对该证

型 的八段锦运动方案 ， 以更好地预防和缓解该地区老年人衰弱的发生发展 。

衰弱在 中医学领域属于虚劳的范畴 ， 古代医籍中记载 了大量与衰弱相关的 内容 ， 对

治疗衰弱具有
一

定的特色和优势 。 例如 ， 早在 《黄帝 内经 》 中便记载了
“

虚
”“

劳
”“

损
”

等论述 ， 创立了
“

劳者温之 ， 损者益之
”

等治则 。 汉代张仲景在 《伤寒杂病论 》 中 明确

提出
“

虚劳
”

病名 ， 并创立 了薯蓣丸和大黄廑虫丸等补虚名方 。 隋代巢元方在 《诸病源

候论 》 中记载了大量虚劳证候 （ 多达 ７ ５ 种 ） ， 并记载 了诸多虚劳导 引 法 。 金元时期李东

垣倡导
“

劳倦 内伤
”

致病 ， 创立
“

补土派
”

， 善用甘温补 中 以治虚劳 ； 朱丹溪认为
“

阳

常有余 ， 阴常不足
”

， 创立
“

滋阴派
”

， 强调滋阴 降火 以补虚劳等 。 总之 ， 历代医家对

虚劳 （ 即衰弱 ） 的病因病机有不 同认识 ， 其辨证论治原则也各具特色 ， 这也造成 了
一

些

很现实的 问题 ， 即现代中 医临床医师在辨证论治衰弱时面临 了
一

定 困惑或难度 ， 阻碍 了

衰弱 的规范化中医药研宄进展等 。 因此 ， 有必要加强对衰弱 中医证候的规范化研宄 。

在中 医证候的规范化研宄方面 ， ２００ ３ 年王永炎院士团 队 ［
１ ３ ５

，

１ ３ ６
］基于系统复杂性科学

的理念 ， 采用信息系 、 文献学和数学分析等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方法 ， 确认 了６ 类 （共 ３ ０

个 ） 属于病机层面的证候要素 ， 以及
一

些属于病位层面的证候靶点 ， 开创 了
“

证候要素 、

证候靶点 、 应证组合
”

的 中医证候规范研宄新模式 ， 并在 中医学术界产生 了非常重要的

影响 。 其中证候要素是这
一

证候研宄模式的关键 ， 直接决定 了 该研宄模式是否具有临床

实用性 ［
｜ ３ ７

１

。 ２ ０ １ ３ 年张启 明等 ［
｜ ３ ８

］从逻辑学的角度对证候要素的确认方法进行 了进
一

步澄

清 ， 并将证候要素确认为病位要素和病性要素两类 （共 ２０ 个 ） 。 其 中 ， 病位要素包括心 、

肝 、 脾 、 肺 、 肾 、 胃 （共 ６ 个 ）
； 病性要素包括实寒 、 实热 、 阴虚 、 阳虚 、 内 风 、 内湿 、

内燥 、 气滞 、 气逆 、 气虚 、 血虚 、 精虚 、 痰 、 瘀血 （共 １ ４ 个 ） 。 近年来 ， 越来越多 的学

者开始使用 中 医证候要素对高血压 、 冠心病 、 糖尿病和 帕金森等各种疾病开展相关研宄 ，

并取得 了积极的理论成果和临床效果 ［
ＵＷ ４ ３

］

。 然而 ， 关于老年衰弱 的 中医证候要素研宄

尚为匮乏 ， 亟待开展相关研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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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节 资购方法

１ ． １ 研宄对象

本课题于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至 ９ 月选取河北省张家 口市某两个原国家级贫困县 ６ 个深度

贫困村的 １ ９５ 例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调查 。

１ ．２ 纳入标准

（ １ ） 年龄 ２ ６０ 岁 （根据中 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对老年人 口 的界定标准 ）
；

（ ２ ） 登记在村的农村常住居民 ；

（ ３ ） 具有语言沟通能力和理解配合能力 ；

（ ４ ） 自愿参加本研究 ， 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

同时符合 以上标准者方可纳入本研究 。

１ ．３ 排除标准

（ １ ） 合并严重精神疾病者 ；

（ ２ ） 合并其他急性疾病或慢性疾病急性发作者 ；

（ ３ ） 具有严重疾病并发症者 。

符合以上任意
一

条者即被排除本研究 。

１ ．４ 研宄方法

１ ．４ ． １ 研究设计

采用横断面研宄设计调查坝上地区农村老年人中医症状和中 医证候要素分布情况 。

通过单因素和多 因素分析方法探宄中医证候要素与衰弱的相关性 ， 为辨证施治或施护老

年衰弱人群提供依据 。

１ ．４ ．２ 资料采集与整理

通过
一

般资料调查表 （ 同研究
一

） 、 中文版 Ｔｉｌｂｕｒｇ 衰弱评估量表以及 自行拟制的

中 医四诊信息表 ， 调查 １ ９５ 例坝上地区农村老年人的
一

般情况 、 衰弱状况 、 中医症状和

中医证候要素分布情况 。 由两名 中医主治医师采集受试者的中 医四诊信息 ， 并对其中医

证候要素进行判定 。 采集资料信息后 ， 由研宄人员将数据录入 Ｅｘｃｅ ｌ 数据库 ， 双人录入

并进行数据核对 。 参与本研宄的评价者均经过
一

致性培训 。

１ ．４ ．３ 统计方法

采用 ｒｏＭ ＳＰＳＳ２０ ．０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 计数资料以频数和率 （％ ） 进行表示 ，

组间 比较采用 ｆ 检验。 计量资料若符合正态分布 ， 则 以均值和标准差 ａ进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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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 组间 比较釆用 ？ 检验或方差分析 ； 若不符合正态分布 ， 则 以中位数和 四分位数 尸２５ 、

户７５ 进行表示 ， 组间 比较采用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Ｕ 检验 。 单因素分析采用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Ｕ

检验进行组间 比较 。 以单因素相关分析中有意义的因素作为 自变量 ， ＴＦＩ 衰弱量表得分

为因变量 ， 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农村老年人衰弱的危险因素 。 逐步回归分析选入标准

和剔除标准分别设置为 ａａ
＝

〇 ．〇５ ，ａｍ
＝

０ ． １ ０ 。 以 户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１ ．４ ．４ 伦理审査

本研宄 由北京中医药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后实施 （批准编号 ．

？２０２０ＢＺＹＬＬ １ ００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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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结果

２ ． １ 中医症状分布情况

对坝上地区农村老年人中医症状进行频数和频率分析 ， 按发生频率由高到低的前 １ ０

种 中医症状依次为腰膝酸软或疼痛 （ ７７ ．９５％ ） 、 食欲不振 （ ３６ ．４ １％ ） 、 头晕头痛 （ ３ ５ ． ９％ ） 、

身体乏力 （ ３ ５ ． ３ ８％ ） 、 口干 口渴 （ ３２ ．３ １％ ） 、 失眠 （ １ ８ ．９７％ ） 、 精神倦怠 （ １ ７ ． ９５％ ） 、 体瘦

（ １ ７ ．９５％ ） 、 耳鸣耳聋 （ １ ７ ．９５％ ） 、 肢体麻木或疼痛 （ １ ７ ．９５％ ） 。 衰弱老年人中医症状分

布情况与此相似 。 具体数据见表 ２ ． １ 。

表 ２ ．１ 农村老年人中医症状分布情况 （ 《
＝

１ ９５ ）

中医症状条 目全部老年人 （
ｎ
＝

１ ９５
）（

ｎ
， 
％

）衰弱老年人 （
ｎ

＝
１ ６６

）（
ｎ

，
％

）

腰膝酸软／疼痛 １ ５２
（
７７ ． ９ ５％

） １ ２８
（
７７ ． １ １％

）

身体乏力 ６９
（
３ ５ ． ３ ８％

） ６４
（
３ ８ ．５５％

）

食欲不振 ７ １
（
３６ ．４ １％

） ６２
（
３ ７ ． ３ ５％

）

头晕 ／头痛 ７０
（
３５ ． ９０％

） ５７
（
３４ ．３４％

）

口
干 口渴 ６３

（
３２ ． ３ １％

） ５４
（
３２ ． ５３％

）

精神倦怠 ３ ５
（

１ ７ ．９５％
） ３ ５

（
２ １ ．０８％

）

体瘦 ３ ５
（

１ ７ ．９５％
） ３ ５

（
２ １ ．０８％

）

失眠 ３ ７
（

１ ８ ．９７％
） ３ ２

（
１ ９ ．２８％

）

耳鸣 ／耳聋 ３ ５
（

１ ７ ． ９５％
） ３０

（
１ ８ ．０７％

）

肢体麻木 ／疼痛 ３ ５
（

１ ７ ． ９５％
） ２９

（
１ ７ ．４７％

）

心慌 ３ ２
（

１ ６ ．４ １％
） ２６

（
１ ５ ．６６％

）

畏寒肢冷 ３３
（

１ ６ ．９２％
） ２４

（
１４ ．４６％

）

口苦 ３ １
（
１ ５ ．９０％

） ２４
（

１４ ．４６％
）

视物模糊 ２２
（
１ １ ．２８％

） ２２
（
１ ３ ．２５％

）

气短 ２４
（
１ ２ ．３ １％

） ２０
（
１ ２ ．０５％

）

小便频多 ２５
（

１ ２ ． ８２％
） １ ８

（
１ ０ ． ８４％

）

胃脘痞闷或疼痛 １ ９
（
９ ． ７４％

） １ ５
（
９ ．０４％

）

便秘 １ ６
（
８ ．２ １％

） １４
（
８ ．４３％

）

便溏 １ ４
（
７ ． １ ８％

） １ ２
（
７ ．２３％

）

情志抑郁 １ ３
（
６ ． ６７％

） １ ２
（
７ ． ２３％

）

自汗 １ ２
（
６ ． １ ５％

） ９
（
５ ．４２％

）

烦躁易怒 １０
（
５ ． １ ３％

） ９
（
５ ．４２％

）

身热 ９
（
４ ． ６２％

） ８
（
４ ． ８２％

）

小便短少 ９
（
４ ．６２％

） ８
（
４ ． ８２％

）

眼睛干涩 ７
（
３ ． ５９％

） ７
（
４ ．２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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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 １ 农村老年人中医症状分布情况 （ 《 

＝
１ ９５ ） （续 ）

中医症状条 目全部老年人 （
ｎ

＝
１ ９５

）（
？

， 
％

）衰弱老年人 （
ｎ
＝
１ ６６

） （
ｎ

，
％

）

肢体或头部震颤 ６
（
３ ．０ ８％

） ６
（
３ ．６ １％

）

五心烦热 ９
（
４ ． ６２％

） ５
（
３ ．０ １％

）

咳嗽 ６
（
３ ．０８％

） ４
（
２ ．４ １％

）

咯痰 ５
（
２ ．５６％

） ４
（
２ ．４ １％

）

胸闷胸痛 ３
（
１ ． ５４％

） ２
（
１ ．２０％

）

胸胁胀满或疼痛 ２
（

１ ．０３％
） ２

（
１ ．２０％

）

肢体浮肿 ２
（
１ ．０３％

） ２
（
１ ．２０％

）

口 中异味 １
（
０ ．５ １％

） １
（
０ ．６０％

）

２ ．２ 中医证候要素分布情况

对坝上地区农村老年人中医证候要素进行频数和频率分析 ， 结果显示其病位要素 以

肾虚证 （ ８９ ．２３％ ） 、 肝虚证 （ ７５ ．９％ ） 和脾虚证 （ ５３ ． ８ ５％ ） 为主 ， 病性要素虚证以阴虚证

（ ８３ ．５９％ ） 、 气虚证 （ ５６ ．９２％ ） 和血虚证 （ ４３ ．０８％ ） 为主 ， 实证以血瘀证 （ ２７ ． ６９％ ） 和

实热证 （ ２２ ． ８９％ ）为主 。 衰弱老年人中医证候要素分布情况与此相似 。 具体数据见表 ２ ．２ 。

２ ．３ 中医证候要素与衰弱相关性分析

２ ．３ ． １ 单因素分析

正态性检验显示 ， 农村老年人的 ＴＦＩ 衰弱量表得分不服从正态性分布 ， 故釆用 Ｍａｎｎ－

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 检验进行组间 比较。 表 ２ ．３ 显示 ， 肾虚证 、 肝虚证 、 脾虚证 、 心虚证 、 阴虚

证、 气虚证、 血虚证、 阳虚证和血瘀证的农村老年人 ， 其 ＴＦＩ 衰弱量表得分有统计学差

异 （尸 
＜ ０ ．０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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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２ 农村老年人中 医证候要素分布情况 （
《
＝

１ ９５
）

中医证候要素条 目全部老年人 （
《
＝

１ ９５
） （

？
，
％

）衰弱老年人 （
《
＝

１ ６６
）（

？
， 
％

）

肾虚 １ ７４
（
８９ ．２３％

） １ ５ ９
（
９ ５ ． ７ ８％

）

阴虚 １ ６３
（
８３ ． ５ ９％

） １ ４６
（
８７ ．９５％

）

肝虚 １ ４８
（
７５ ．９０％

） １ ３ ６ （
８ １ ．９３％）

气虚 １ １ １
（
５ ６ ． ９２％

） １ ００
（
６０ ．２４％

）

脾虚 １ ０５
（
５３ ． ８ ５％

） ９ ７
（
５ ８ ．４３％

）

血虚 ８４
（
４３ ．０８％

） ７９
（
４７ ．５９％

）

阳虚 ７５
（
３ ８ ．４６％

） ７２
（
４３ ．３７％

）

血瘀 ５４
（
２７ ．６９％

） ５ ３
（
３ １ ．９３％

）

心虚 ４２
（
２ １ ． ５４％

） ４ １
（
２４ ．７０％

）

实热 ３９
（
２０

．００％
） ３ ８

（
２２ ． ８９％

）

肺虚 ２ １
（
１ ０ ．７７％

） １ ９
（

１ １ ．４５％
）

内湿 １ ９
（
９ ．７４％

） １ ７
（

１ ０ ．２４％
）

气滞 １ ８
（
９ ．２３％

） １ ６
（
９ ． ６４％

）

痰浊 １ ６
（
８ ．２ １％

） １４
（
８ ．４３％

）

内燥 １ ６
（
８ ．２ １％

） １４
（
８ ．４３％

）

实寒 ８
（
４ ． １ ０％

） ７
（
４ ．２２％

）

内风 ５
（
２ ． ５ ６％

） ５
（
３ ．０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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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 ３ 不同 中医证候要素特征农村老年人衰弱状况 比较 （ Ｍ 

＝

１ ９５ ）

项 目衰弱得分 Ｍ （
ＩＱＲ）衰弱率 （

％
）２ Ｐ

̄

肾虚＾４ ．００
（
３ ． ００

，
６ ．５０

） ３ ３ ． ３ ３ ５ ．０６９ ０ ．０００

̄

是８ ．００
（
６ ．００

，
１ ０ ．００

） ９ １ ． ３ ８

肝虚否６ ．００
（
４ ．００

， 
８ ．００

） ６３ ． ８３－４ ． ６３ ０ ．０００

是８ ．００
（
７ ．００

，
１ ０ ．００

）９ １ ． ８９

脾虚否７ ．００
（
５ ．００

，
９ ．００

） ７６ ． ６７－４ ． ０ １ ９ ０ ．０００

是９ ．００
（
７ ．００

，
１０ ．５０

） ９２ ． ３ ８

心虚否８ ．００
（
５ ＿００

，
１ ０ ．００

） ８ １ ． ７０－２ ． １ ６９ ０ ．０３０

是８ ．６４ ± ２ ．２６ １ ９７ ．６２

肺虚否８ ． ００
（
６ ．００

，
１ ０ ． ００

） ８４ ．４８－

０ ． ６２８ ０ ．５ ３ ０

是８ ．２４ ± ２ ． ８０９ ９０ ．４８

阴虚否６ ． ５ ０
（
４ ．００

，
９ ．００

） ６２ ． ５０－

３ ． １ ３５ ０ ．００２

是 ８ ．００
（
６ ．００

，
１ ０ ．００

） ８９ ． ５ ７

气虚否７ ． ５ ０
（
５ ．００

，
９ ． ７５

） ７８ ．５７－２ ．２５４ ０ ．０２４

是８ ． ００
（
７ ．００

，
１ ０ ．００

） ９０ ．０９

血虚否７ ．００
（
５ ．００

，
９ ．００

） ７８ ．３ ８－

３ ． ９４７ ０ ．０００

是９ ．００
（
７ ．００

，

１ １ ．００
）９４ ．０５

阳虚否７ ． ５ ０
（
５ ． ００

，
９ ．００

） ７８ ．３３－

３ ． ５ １ ８ ０ ．０００

是 ８ ．７９ 
± ２ ．５５９ ９ ６ ．００

血瘀否 ８ ＿００
（
５ ．００

，
１ ０ ．００

） ８０ ． １４－

３ ．０２５ ０ ．００２

是８ ． ８５± ２ ．４２９ ９ ８ ． １ ５

实热否８ ．００
（
５ ．００

，

１０ ．００
） ８２ ．０５－

０ ．７８ ０ ．４３ ５

是７ ．６７ ± １ ． ８４０ ９７ ．４４

实寒否 ８ ．００
（
６ ．００

，
１ ０ ．００

） ８ ５ ．０３－

０ ．２７７ ０ ． ７８２

是７ ． ７５ 土 ２ ．８ １ ６ ８７ ．５０

气滞否 ８ ．００
（
６ ．００

，
１ ０ ．００

） ８４ ．７５－

０ ．０６４ ０ ．９４９

是７ ．９４ ± ３ ．０ １ ９ ８ ８ ．８９

内湿否 ８ ．００
（
６ ． ００

，
１ ０ ．００

） ８４ ．６６－

１ ．２２４ ０ ．２２ １

是７ ＿２６ ± ２ ．３０６ ８９ ．４７

痰浊否 ８ ．００
（
６ ．００

，
１ ０ ．００

） ８４ ．９２－

０ ． ６６７ ０ ． ５０５

是 ８ ． ３ １± ２ ．９８３ ８７ ． ５ ０

内燥否 ８ ． ００
（
６ ．００

，
１ ０ ．００

） ８４ ．９２－０ ． ３ １ ８ ０ ．７５０

是 ８ ．００ ±２ ． ７５ ７ ８７ ．５０

内风否 ８ ．００
（
６ ．００

，
１ ０ ．００

） ８４ ．７４－

１ ．０ １ ３ ０ ． ３ １ １

是９ ．００ 
士 ２ ．００ １ ００ ．００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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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２ 多因素分析

本研究使用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探究与坝上地区农村老年人衰弱相关的 中医证候要

素 。 以 １ ９５ 例农村老年人的 ＴＦＩ 衰弱量表得分为因变量 ， 以单因素分析中具有统计学意

义的变量为 自变量 ， 并根据 以往研究结果纳入肺虚证 ， 建立回归方程模型 。 多元线性回

归结果显示 ， 肾虚证 、 血虚证和阳虚证 ３ 个 自变量进入最终的多元回归方程 ， 其标准化

回归系数 ＃ 均在 ０ ．３
？

０ ．４ 之间 ， 共解释了衰弱总变异的 ２８ ． ５％ 。坝上地区农村老年人中 ，

肾虚证 、 血虚证和阳虚证者的 ＴＦＩ 衰弱量表得分更高 ， 衰弱程度更重 。 回归方程结果见

表２ ＿４ 。

表 ２ ．４ 衰弱相关证候要素的多因素分析结果 （ 》
＝

１ ９５ ）

自变量回 归系数 ５标准化回归系数
；

６ ｉ Ｐ

（常量）１ ８０３０５ ５ １ ６ ．９０６ ０ ． ０００

肾虚 １ ．２２９ ０ ． ３ ５ ５ ３ ．４５ ９ ０ ． ００ １

血虚 １ ．２ １ ８ ０ ． ３ ５２ ３ ．４５６ ０ ． ００ １

阳虚 ０ ．７ ８２ ０ ． ３ ７ １ ２ ． １ ０６ ０ ．０３ ７

注 ： 赋值证候要素不成立 ＝ ０ ， 成立 ＝
１ ， 於＝

０ ．２８ ５
，
调整后 炉＝ ０ ．２７０

，

尸 ＝
１ ８ ． ９６４

，
尸 ＜ ０ ． ００ １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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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讨论

３ ． １ 中医症状分布情况

本研宄结果显示坝上地区农村老年人最常见的中医症状为腰膝酸软或疼痛、 食欲不

振、 头晕头痛 、 身体乏力 、 口干 口渴 、 失眠 、 精神倦怠 、 体瘦 、 耳鸣耳聋、 肢体麻木或

疼痛 。 现结合中医基础理论 ， 针对上述主要中医症状分别讨论如下 。

⑴ 腰膝酸软或赫

腰膝酸软或疼痛症状在当地农村老年人中发生频率极高 ， 明显高于其他症状 。 其主

要原因有以下五个方面 。 （ １ ） 与老年人 自然衰老有关 。 老年人随着生理年龄的增长 ， 肾

气逐渐亏虚 。 《素问 ？ 上古天真论 》 曰 ：

“

丈夫……五八 ， 肾气衰 ， 发堕齿槁 。 六八 ， 阳

气衰竭于上 ， 面焦 ， 发鬓颁白 。 七八 ， 肝气衰 ， 筋不能动 ， 天癸竭 ， 精少 ， 肾脏衰 ， 形

体皆极 。 八八 ， 则齿发去 。

”

即人体随着生理年龄的增加 ， 肾气 、 肾精逐渐虚衰 ， 容易 出

现腰膝酸软或腰痛等疾病或症状 。 现代学者 Ｃ ．Ｌｕｄｗｉｇ 等
ｆ
１４４ ＿

１４６
： ｌ也研究发现腰痛等症状

在老年人中普遍存在 ， 超过
一

半的老年人患有腰背痛 （ ｌ〇ｗ ｂａＣｋ ｐａｉｎ
，
ＬＢＰ ） ， 且其发病率

和患病率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 。 （ ２ ） 与过度劳倦有关 。 本研究调研过程中 ， 近九成老年

人 自述其存在高强度劳动史 ， 甚至有数十例老人曾 出现
“

过劳崩溃
”

， 自述
“

我们年轻

时候受的苦可大了 ， 你们根本就想象不到
”

；

“

那时候收矮玉米 ， 也没人帮忙 ， 我就 自

个儿猫着腰在地里收 ， 后来腰实在疼得不行了 ， 动不了 了 ， 我就跪着从地里爬回来了
”

。

当地老年人由于长期进行高强度耕作 ， 普遍存在过度劳累的情况 。 古代医家认为过度劳

倦可伤及元气 ， 例如 《素 问 ？ 生气通天论 》 曰 ：

“

因而强力 ， 肾气乃伤 ， 高骨乃坏
”

；

《素问 ？ 宣明五气论 》 曰 ：

“

久视伤血 ， 久卧伤气 ， 久坐伤肉 ， 久立伤骨 ， 久行伤筋 ，

是谓五劳所伤
”

；
《 内外伤辨惑论 ？ 饮食劳倦论 》 曰 ：

“

苟饮食失节 ， 寒温不适 ， 则脾 胃

乃伤 。 喜怒忧恐 ， 劳役过度 ， 而损耗元气
”

。 可见过度劳倦可使脾肾俱虚 ， 造成腰膝酸

软 、 四肢倦怠等症状 。 国外学者 Ｅｄｕａｒｄｏ 等 ［
１ ４７

＿

１ ５ １
］也研究发现早期或 目 前生活中 的高强

度体力劳动 （包括频繁举重或搬运重物 、 长时间站立以及弯腰等 ）与腰痛风险增加有关 。

（ ３ ） 与当地气候环境有关 。 当地处于坝上高寒地区 ， 气候寒冷 ， 容易感受风寒湿邪 ， 痹

阻经络 ， 发生腰肌劳损、 腰椎间盘突 出症等疾病 ， 出现腰膝酸软疼痛 、 畏寒肢冷等症状 。

（ ４ ） 与当地老年人就医意识差 ， 甚至存在讳疾忌医等情况有关 。 本次调研过程中 ， 某村

民 自述
“

我当时赶羊 ， 把腿摔破了 ， 我也不管它 ， 就
一直用那条好腿 ， 后来那条好腿用

得太多就瘸了
”

；
“

农村人没那么娇气
”

；

“

年纪大了 ， 谁还能没点毛病呀 ， 就不能去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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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 ，

一

去医院就得检查 出病来
”

。 可见当地老年人健康意识较为淡薄 ， 认为腰腿疼痛

属于老年正常现象 ， 极少主动千预或就医 ， 并有可能酿成严重不 良结局 （如残疾 、 失能

等 ） 。 国外学者 Ｊａｎ Ｈａｒｔｖ ｉ

ｇ ｓｅｎ 等 Ｉ
１ ５ ２ １ ５ ３

］也研究发现 由于受到社会 、 经济 、 文化 、 心理等

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 社会经济地位低下人群对腰痛的重视程度不够 ， 不予 以早期干预或

治疗 ， 从而使腰痛易于复发或加重 ， 严重者甚至可导致残疾 。 值得注意的是 ， 我国古代

医家十分重视治未病 ， 提倡及早对 四肢沉重或疼痛等症状采取适宜干预措施 ， 以防其流

传至脏腑 ， 加重病情 ， 造成严重后果 。 正如 《金匮要略 ？ 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
一

》 所

云 ：

“

若人能养慎 ， 不令邪风干忤经络 ， 适中经络 ， 未流传腑脏 ， 即医治之 。 四肢才觉

重滞 ， 即导 引 吐纳 ， 针灸膏摩 ， 勿令九窍 闭塞 。

”

因此建议临床护理人员在农村老年人

群中加强治未病理念的宣教 ， 提高其健康保健意识 。

（ ２ ） 身体乏力 、 精神倦怠 、 体瘦、 食欲不振

身体乏力 、 精神倦怠 、 体瘦 、 食欲不振等脾 胃 系症状在 当地农村老年人的发生频率

也较高 。上述症状与 Ｆｒ ｉｅｄ 衰弱诊断标准 １
１

］中 的 自 感疲乏和体质量下 降等指标高度
一

致 ，

是诊断衰弱的重要指征 。 导致上述症状的原 因主要包括 以下五个方面 ： （ １ ） 与老年人生

理病理特点有关 。 老年人随着生理年龄的增加 ， 脾 胃 之气渐虚 ， 运化功能逐渐减退 ， 故

容易 出现食欲不振、 体瘦乏力等症状 。 大量现代研宄表明老年人食欲减退 （又名衰老性

厌食症 ） 是
一

种随着衰老而发生的生理现象 ， 在老年人群中普遍存在 。 Ｓ ａｎｆｏｒｄ 等 ［
１ ５４

＿

１ ５ ６
］

研究表明衰老性厌食症与肌肉质量损失 、 肌肉功能下降 、 体重减轻 、 能量消耗减少 以及

衰弱等多种不 良结局相关 ， 因此早期诊断和制定有关干预措施显得极为必要 。 （ ２ ） 与饮

食劳倦和脾 胃 内伤有关 。 当地农村老年人由 于常年从事 田 间劳作 ， 饮食不规律 ， 脾 胃 之

气受损 ， 运化功能受到影响 。 调研过程 中 ， 多数老年人表示 自 己在农忙时节常常
“

误 了

吃饭
”

， 并 自 述现在
“

吃饭不香 了
”

；

“

遇到喜欢的就吃点 ， 不喜欢的就吃不动
”

。 古

代医家认为饮食不节和劳倦过度是 引 起脾 胃 内伤的最主要原 因 。 《兰室秘藏 ？ 饮食劳倦

门 》 曰 ：

“

推其百病之源 ， 皆因饮食劳倦 ， 而 胃 气元气散解 ， 不能滋荣百脉 ， 灌溉脏腑 ，

卫护周 身之所致也 。

”

《景岳全书 ？ 劳倦 内伤 》 曰 ：

“

凡饥饱劳倦 ， 皆能伤人 。 盖人 以

饮食为生 ， 饮食 以脾 胃 为主 ， 今饥饱不时 ， 则 胃气伤矣 。 又脾主 四肢 ， 而劳倦过度 ， 则

脾气伤矣 。

”

可见 ， 饮食劳倦可 内 伤脾 胃 ， 使脾主运化功能受损 ， 饮食不进 ， 营养不 良 ，

从而导致肌肉瘦削 ， 四肢软弱无力 。 （ ３ ） 与 当地饮食习惯有关 。 张北坝上农村地区普遍

实行
一

日 两餐制 ， 食物 以蔽麦和土等为主 ， 缺乏蛋 白质 、 热量和维生素等摄入 ， 容易

造成营养状态不佳 。 大量研究表明 营养不 良是衰弱病理生理学的关键因素 ［
１ ５ ７Ｍ ５ ８

］

， 可导

６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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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Ｆｒｉｅｄ 衰弱表型 中 的所有衰弱指标 ， 即体质量下降 、 自 感疲乏 、 体力活动下降 、 步速

减慢 以及握力 降低等 ５ 项指标 。 （ ４ ） 与老年人普遍存在 口腔健康 问题有关 。 《素 问 ？ 上

古天真论 》 曰 ：

“

三八 ， 肾气平均 ， 筋骨劲强 ， 故真牙生而长极 ；

……五八 ， 肾气衰 ，

发堕齿槁 ；

… …八八 ， 则齿发去 。

”

可见人体随着生理年龄的增长 ， 肾气逐渐衰竭 ， 牙

齿逐渐松动并脱落 。 国外学者 Ｄ ｉｂｅ ｌ ｌｏ 等 ［
１ ５ ９

］研究发现牙齿松动 、 脱落等 口腔健康 问题在

老年人中极为常见 ， 可通过影咀嚼功能和进食而诱发衰弱 。 （ ５ ） 与情志抑郁和肝脾不调

有关 。 调查研究过程中 ， 部分老年人 由于老年丧偶或丧子等原 因 ， 心情抑郁 ， 食欲减退 ，

自 述现在 已经
“

吃不进饭 了
”

。 《血证论 ？ 脏腑病机论 》 曰 ：

“

木之性主乎疏泄 。 食气人

胃 ， 全赖肝木之气 以疏泄之 ， 则水谷乃化 。 设肝不能疏泄水谷 ， 渗泄中满之证在所难免 。

”

即肝主疏泄 ， 助脾 胃运化水谷 。 若肝气郁结 ， 失于疏泄 ， 则脾 胃运化功能减退 ， 容易发

生食欲不振 、 腹胀腹痛 、 反酸等症状 。 国外学者 Ａｎｇｅ ｌａＭＳａｎｆｏｒｄ 等 ［
１网也研宄发现焦

虑 、 抑郁等情绪障碍可显著抑制食欲 ， 诱发衰弱 。

综上 ， 农村老年人 由于受到年老体弱 、 过度劳倦 、 饮食不节 、 情志不畅等多种 因素

的影响 ， 导致脾 胃运化功能减退 ， 常见食欲下降 、 身体乏力 、 精神倦怠 、 体瘦等症状 。

而在上述诸多病因 中 ，

“

饮食劳倦
”

是造成当地农村老年人脾 胃 内伤并导致其衰弱 的主

要原因 ， 同时也是重要的可改变危险因素 。 因此 ， 建议临床护理人员结合农村老年人的

劳作特点 、 饮食 习惯和心理状态等 ， 开展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和干预措施 ， 以达到未病先

防 、 己病防变和瘥后防复的 目 的 。

（ ３ ） 头晕头痛、 口干 口渴 、 口苦 、 视物模糊

头晕头痛 、 口 干 口 渴 、 口 苦 、 视物模糊等肝胆系症状在当地农村老年人中发生频率

也较高 ， 这主要与两方面原 因有关 ： （ １ ） 老年人随着生理年龄的增长 ， 肝肾渐亏 。 《杂症

会心录 》 曰 ：

“

肝肾亏而 内伤剧 ， 致眩晕大作
”

， 即肝肾亏虚者容易 出现头晕头痛和视

物模糊等症状 。 （ ２ ） 当地农村老年人 （尤其是衰弱者 ） 的高血压患病率较高有关 。 本次

调研中农村衰弱老年人的高血压患病率 （ ６０ ． ２４％ ） 明显高于非衰弱者 （ ３ ４ ． ４ ８％ ） 。 国外

学者 〇３〃 丨心 等 ［
１ ６ （ ）

－

１ ６ ２
】也研宄发现高血压在老年衰弱人群中非常普遍 ， 其患病率约为 ７ １％ ，

且随着年龄的増长而增加 。 传统医学 中虽无高血压病名 ， 但根据头晕 、 头痛等临床症状

可将其归至
“

眩晕
” “

头痛
”

等范畴 。 《景岳全书 ？ 眩晕 》 曰 ：

“

头晕虽属上虚 ， 然不能

无涉于下 。 盖上虚者 ， 阳 中之阳虚也 ； 下虚者 ， 阴 中之阳虚也
”

， 认为高血压的病机中

“

虚者居其八九 ， 而兼火兼痰者 ， 不过十 中
一

二耳
”

。 《杂症会心录 》 曰 ：

“

肝肾亏而 内

伤剧 ， 致眩晕大作
”

。 现代著名 医家郭士魁 ［
１ ６３

４人为高血压患者的证候与病程相关 ： 高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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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初期 以肝火证为主 ； 中期热久损及阴液 ， 以阴虚阳亢证为主 ； 后期阴虚更甚 ， 由 肾阴

虚损及肝阴虚 ， 以肝肾阴虚证为主 。 白玲玲等 ［
１ ６４

］也研究发现在老年高血压人群中 ， 肝肾

阴虚者的 比例随疾病病程的延长而增加 。 综上 ， 大多医家认为肝肾阴虚是高血压的基本

病机 ， 且随着病程的延长 ， 肝肾阴虚证愈加明显 。 訾勇等 ［
１ ６５

］则在前人经验基础上进
一

步

研究发现 ， 老年衰弱合并高血压人群的中医证候以痰湿 内阻证、 气虚血瘀证 、 肝阳上亢

证 、 阴虚阳亢证为主 ， 常见头晕头痛 、 目 眩 、 口干、 口苦等症状 ， 与本研究中 的症状分

布情况相似 。 值得指出 的是 ， 本次调研过程发现当地农村老年人中高血压的知晓率、 治

疗率和控制率较低 ， 症状较严重 ， 存在
一

定的失治 、 误治现象 。 因此建议医护人员在贫

困农村地区老年人中积极开展高血压健康宣教活动 ， 加深其对高血压的 了解 ， 提高其 自

我健康管理能力 。

（ ４ ） 失眠 、 心慌 、 气短

失眠 、 心慌 、 气短等心肺系症状在当地农村老年人 中发生频率也较高 。 《景岳全

书 ？ 虚损 》 曰 ：

＆

凡劳伤虚损 ， 五脏各有所主 ， 而惟心脏最多 ， 且心为君主之官 ，

一

身

生气所系 ， 最不可伤 。

”

《圣济总录 ？ 虚劳少气 》 ：

“

论曰诸气 皆属于肺 ， 肺处膈上 ， 主

行阳气而通呼吸 ， 虚劳之人 ， 内伤于肺 ， 阳气亏虚 ， 故呼吸微弱 ， 少气不足以息 ， 治宜

补益肺脏 ， 以通阳气 。

”

即古代医家认为虚劳者心肺功能常常受到影响 ， 导致失眠多梦 、

心慌气短等症状。 国外学者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等 ［
１？研宄发现失眠在衰弱前期和衰弱期老年人中普

遍存在 ， 同时也是导致老年衰弱的风险因素 。 Ｈｏｎｇ
－Ｙａｎ 等 『

１ ６７
，

１ ６ ８
］研宄发现老年衰弱人群

易发生心血管疾病 ， 同时老年心血管疾病人群也更容易发生衰弱 ， 即衰弱与心血管疾病

之间是相互影响的 。 由此可见 ， 衰弱可涉及机体多个生理系统包括心血管系统 ， 且与心

血管功能之间相互影响 ， 加重不 良临床结局风险 ［
１ ６９

，
１ ７Ｇ

］

。 因此有必要加强对老年衰弱合

并心血管疾病人群的早期识别 、 治疗和护理 ， 加强不同学科或科室之间 的交流与合作 ，

以促进更全面的管理方法 。

（ ５ ） 耳鸣耳聋 、 小便频多

耳鸣耳聋和小便频多等肾系症状在当地农村老年人中发生频率也较髙 ， 与古今文献

论述相符 。 正如 《医学入门 》 云 ：

“

人至中年 ， 肾气 自衰 。

”

《叶天士医案 》 云 ：

“

男

子向老 ， 下元先亏
”

；

“

高年下焦根蒂己虚
”

。 《景岳全书 》 云 ：

“

命门为元气之根 ，

……

五脏之阴非此不能滋 ， 五脏之阳非此不能发
”

。 即老年人随着生理年龄的增加 ， 肾气肾

精逐渐亏虚 。 肾开窍于耳 ， 司二便 ， 主
一

身阴阳 。 若肾精亏虚则可致耳鸣 、 耳聋等症状 ，

肾阳虚弱则可致畏寒肢冷、 小便频多等症状 。 近年来 ， 现代学者 ０１＾％以 等
［
１ ７ １

，
１ ７２

］也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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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发现衰弱与老年性耳聋 （ 即年龄相关性听力损失 ） 之间存在
一

定程度的关联 ， 可严重

影响老年人的整体生活质量 。 ８ １１５１＾ （１ 等 ［ １ ７３
，

１ ７４
］研究表明衰弱与下尿路症状 （包括尿失禁、

膀胱过度活动症、 膀胱活动不足和 良性前列腺增生 ） 之间也有不同程度的关联 ， 且衰弱

和下尿路症状的发生率皆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 。 因此建议医护人员重视对老年人听力与

下尿路症状的关注 ， 采取早期筛查 、 预防和治疗 ， 以免贻误病情 ， 造成耳聋或尿失禁等

不 良结局 ， 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

３ ．２ 中医证候要素分布情况

３ ．２ ． １ 病位要素

本研究结果显示坝上地区农村老年人发生频率最高的病位要素以肾虚证、 肝虚证和

脾虚证为主 ， 现分别讨论如下 。

⑴ 肾虚证

关于当地农村老年人普遍存在肾虚证的原因有三方面 。 （ １ ） 年龄。 《素问 ？ 上古天真

论 》 指出 ，

“

丈夫八岁 ， 肾气实…… 。 二八 ， 肾气盛…… 。 三八 ， 肾气平均…… 。 五八 ，

肾气衰…… 。 七八 ，

……肾脏衰 ， 形体皆极
”

， 即年龄是造成肾虚的重要原因 。 （ ２ ） 过

度劳累 。 《素问 ？ 生气通天论 》 认为
“

因而强力 ， 肾气乃伤 ， 高骨乃坏
”

； 《素问 ？ 经脉

别论 》 认为
“

持重远行 ， 汗出于肾
”

； 《素问 ？ 宣明五气 》 认为
“

久立伤骨
”

， 即过度形

体劳累 （包括勉强用力 、 频繁搬持重物 、 长时间站立等 ） 均可伤及肾气及骨 。 （ ３ ） 饮食

不节 。 《脾 胃论 ？ 脾 胃虚实传变论 》 曰
“

元气之充足 ， 皆由脾 胃之气无所伤 ， 而后能滋养

元气 。 若 胃气本弱 ， 饮食 自倍 ， 则脾 胃之气既伤 ， 而元气亦不能充 ， 而诸病之所由也 。

”

即脾 胃之气可滋养补充元气 。 若饮食不节 ， 损伤脾 胃之气 ， 则可致元气失充 ， 肾气渐虚 。

在坝上地区农村老年人中 ， 肾虚证主要表现为腰膝酸软或疼痛 、 小便频数 、 身体乏力 、

精神倦怠等 。 建议医护人员结合农村老年人肾虚证的相关诱因开展护理工作 ， 积极宣传

“

小劳术
”

， 提倡适量劳作 ， 无至大疲 ； 纠正不 良饮食习惯 ， 保护脾肾之气 ， 延缓衰弱

的发生与发展 。

（ ２ ） 肝虚证

关于当地农村老年人肝虚证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 。 （ １ ） 年龄 。 《素 问 ？ 上古天真论 》

中指出
“

七八 ， 肝气衰 ， 筋不能动
”

， 《灵枢 ？ 天年 》 指出
“

五十岁 ， 肝气始衰 ， 肝叶始

薄 ， 胆汁始减 ， 目 始不明
”

， 即年龄是造成肝气虚衰的重要原因 。 （ ２ ） 形体劳累 。 《素

问 ？ 经脉别论 》 认为
“

疾走恐惧 ， 汗出于肝
”

， 《素问 ？ 宣明五气 》 认为
“

久行伤筋
”

，

即过度形体劳累 （尤其是快速或长时间行走 ）可伤及肝气及筋 。 （ ３ ） 情志不畅 。 《灵枢 ？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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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 认为
“

肝悲哀动中则伤魂 ， 魂伤则狂妄不精 ， 不精则不敢正当人 ， 阴缩而挛筋 ， 两

胁骨不举 ， 毛悴色夭
”

， 即情志不畅是导致肝气肝阳虚馁 、 肝阴肝血虚耗的重要原因 。

在当地农村老年人中 ， 肝虚证主要表现为情志抑郁 、 视物模糊 、 失眠等 。 建议医护人员

重视情志护理对农村老年人生理和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

（ ３ ） 脾虚证

关于当地农村老年人阴虚证的可能原因有三方面 。 （ １ ） 年龄 。 《灵枢 ？ 天年 》 认为

“

七十岁 ， 脾气虚 ， 皮肤枯
”

， 《素问 ？ 上古天真论 》 认为
“

五七 ， 阳 明脉衰 ， 面始焦 ，

发始堕
”

， 即年龄是造成脾虚的重要原因 。 （ ２ ） 饮食不节 。 《脾 胃论 ？ 补脾 胃泻阴火升阳

汤 》 ：

“

饮食损 胃 ， 劳倦伤脾 ， 脾 胃虚则火邪乘之 ， 而生大热 。

”

《 内外伤辨惑论 ？ 饮食劳

倦论 》 认为
“

苟饮食失节 ， 寒温不适 ， 则脾 胃乃伤
”

， 即饮食失节等可 内伤脾 胃 导致脾

胃之气虚损 。 （ ３ ） 过度劳累 。 《素问 ？ 宣明五气 》 认为
“

摇体劳苦 ， 汗出于脾
”

， 即过度

劳作可损伤脾气 ， 造成脾气虚弱 。 在当地农村老年人中 ， 脾虚证主要表现为食欲不振、

体瘦 、 乏力等 。 因此建议临床护理人员注意结合农村老年人的劳作特点 ， 宣传过度劳累

的危害 ， 减轻老年人的劳作负担 ； 另
一

方面 ， 推广健康饮食习惯 ， 鼓励老年人加强蛋白

质和能量摄入 。

３ ．２ ．２ 病性要素

本研究结果显示坝上地区农村老年人发生频率最高的病性要素中虚证以阴虚证 、 气

虚证和血虚证为主 ， 实证以血瘀证和实热证为主 。 分别讨论如下 。

（ １ ） 阴虚证

关于当地农村老年人阴虚的原因主要有三条 。 （ １ ） 年龄 。 《素问
？ 阴阳应象大论 》 中

指出 ，

“

年四十 ， 而阴气 自半 ， 起居衰矣
”

， 即年龄是造成阴虚的重要原因 。 （ ２ ） 形体

劳累 。 《吴医汇讲 ？ 虚劳论 》 认为
“

劳倦伤脾则热生 ， 而内伐真阴
”

， 即形体劳累不断累

积会伤及真阴 ， 导致阴虚 。 （ ３ ） 地理气候 。 王琦等 ［
１ ７ ５

］通过对我国 ９ 省市 ２ １ ９４８ 例
一

般

人群进行中医体质流行病学调查研究 ， 结果显示阴虚质在西北地区 （ 胡焕庸线以西 ） 比

例较高 ， 并认为阴虚质与高海拔 、 大风 、 气候干燥和 日 照强烈等气候因素有关 ， 而本研

究地位于 内蒙古高原南缘 ， 胡焕庸线 以西 （或胡焕庸线附近 ） ， 具有前述气候特点 。 在农

村老年人中 ， 阴虚证主要表现为 口干 口渴 、 体瘦 、 五心烦热等 。 建议临床护理人员针对

老年人阴虚的诱因开展护理工作 ， 使老年人意识到过度劳动的危害性 ， 建立正确的劳动

观 ， 同时注意补充水分 、 防风防晒 。

（２ ） 气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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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地农村老年人气虚的主要原因有饮食偏颇 、 年老体弱和劳累过度等 。 本地老

年人饮食方面以莜麦和土豆为主 ， 蔬菜 、 水果摄入不足 ， 造成淀粉摄入比例过高 ， 而蛋

白质 、 脂肪和维生素等摄入不足 ， 影响气的生成 。 年龄与劳累过度前述已备 ， 不再赘述 。

气虚证主要表现为身体乏力 、 食欲不振等 。 建议医护人员帮助老人建立 良好的饮食习惯 ，

降低淀粉摄入比例 ， 増加优质蛋 白质和蔬菜水果的摄入 。

（ ３ ） 血虚证

关于当地农村老年人血虚的主要原因有两方面 ，

一

是血液生化或来源不足 ， 二是血

液耗损过多 。 来源不足中 ， 饮食减少和脾 胃 功能下降是重要原因 。 《医 门法律 》 中认为

“

饮食多 自 能生血 ， 饮食少则血不能生
”

， 近四成当地农村老年人存在食欲下降的情况 。

血液耗损过多主要与劳累及情志有关 。 《类证治裁 》 认为
“

七情内起之郁 ， 始而伤气 ， 继

必及血 ， 终乃成劳
”

， 而本地老人多为低学历留守老人 ， 兴趣爱好较少 ， 情绪输出不顺 ，

大量老人存在情绪问题 ， 久则伤及气血 。 劳累
一

方面可直接消耗气血 ， 另
一

方面可伤及

脾 、 胃和肾等脏腑之气 ， 使气血化生有碍 。

需说明 的是 ， 本研究基于精血同源理论及张启明等 ［
１ ３ ８

］提出 的证候要素确认方法 ， 将

精亏证并入了血虚证的范畴 ， 故未专门统计分析精亏证的分布情况 。 然而在实际的临床

辨证诊治过程中 ， 精亏证的严重程度通常重于血虚证 。 例如 ， 本研宄中血虚证既包括头

晕 目 眩、 面色咣白等血虚证症状 ， 也包括耳聋 、 健忘 、 精神萎靡等精亏证症状。 未来建

议继续细化和合理化证候要素确认方法 ， 分别统计相似相关而又程度各异的中医证候要

素分布情况 ， 或加入证候积分等其他维度指标 。 总之 ， 中医证候要素确认方法仍是
一

个

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的 问题 。

（ ４ ） 血療证

本研宄中血瘀证主要与年老体弱和疾病状态有关 。 （ １ ） 老年人随着生理年龄的增加 ，

阴气渐虚 ， 血液推动乏力 ， 故容易产生血疲证 。 （ ２ ） 与本地老年人脑梗患病率较高有关 。

本课题调研对象中 ， 患有脑梗的老年人中血疲证者 占 比 ８ ８ ． ８９％ ， 未患有脑梗的老年人中

血瘀证者 占 比 ２４ ．５０％ ， 前者 占 比约是后者的 ３ ．６ 倍 。 其症状表现为肢体麻木或偏瘫 、 口

唇紫暗等 。 建议医护人员鼓励老年人适当参加运动锻炼 ， 促进气血流通 ， 预防或减轻瘀

血证 ， 此即
“

流水不腐 ， 户枢不蠢
”

之理 。

（ ５ ） 实热证

本研宄中实热证产生的原因存在
一

定的性别差异 。 对于男性老年人而言 ， 其实热证

主要指 由于长期饮酒、 吸烟等引起的湿热证 ， 表现为 口干 口渴 ， 口苦 ， 口 中异味 ， 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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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黄 ， 面部秽浊 ， 舌红 ， 苔黄腻等症状 。 而女性主要指 由 于常年情志不畅 、 日 久化热 引

起的肝郁化火证 ， 表现为 口苦 ， 胁肋胀痛 ， 食欲不佳等症状 。 建议医护人员针对实热证

产生的诱因开展护理工作 ， 帮助农村老年人戒烟 限酒 ， 重视情志护理的重要性 。

３ ．３ 中医证候要素与衰弱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多 因素分析结果显示 ， 肾虚证 、 血虚证和 阳 虚证 ３ 个 自 变量进入最终的 多元

回 归方程 ， 共解释 了衰弱总变异的 ２ ８ ． ５％ 。 上述结果提示农村老年人衰弱 的影响 因素可

能还包括其他方面的 因素 ， 后续可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 现就上述三个相关中 医证候要

素分别探讨如下 。

３ ．３ ． １ 肾虚证老年人衰弱程度较重

本研究单因素和 多 因素分析结果均显示肾虚证与衰弱的发生发展有
一

定关联 。 具有

肾虚证的农村老年人 ＴＦ Ｉ 衰弱量表得分更高 ， 衰弱程度更重 。 肾虚证代表 了 以步速缓慢 、

握力下 降和疲乏等为主要表现的衰弱人群的 中 医病因病机 ， 与古代医籍 中
“
一

损于 肾 ，

则骨瘘 （ 《医学入 门 ？ 诸虚 》 ）

” “

肾者 ， 作强之官 （ 《素 问 ？ 灵兰秘典论 》 ）

” “

盖

髓者 ， 肾精所生 ， 精足则髓足 ， 髓在骨 内 ， 髓足则骨强 ， 所 以能作强 ， 而人才力过人也

（ 《医学精义 》 ）

”

等诸多论述相符 。 古代医家基于
“

肾藏精
” “

肾主骨
”

等生理特点 ，

认为肾精充足 ， 骨髓化生有源 ， 则骨骼强劲有力 ， 耐于行走 。 而当老年人受到年老体弱 、

饮食不节 、 劳役过度等多种 因素的影响 ， 直接或间接伤及肾气肾精 ， 即导致肾虚证 ， 便

会 出现腰膝酸软疼痛 、 步速减慢 、 耳鸣耳聋等衰弱指标或症状 。 此外 ， 随着老年人衰弱

进程的发展 ， 阴损及阳 ， 真阳虚衰 ， 亦可 出现畏寒肢冷 、 小便频数等症状 。 近年来 ， 现

代学者也开始强调衰弱与 肾脏之间 的关系 ， 并通过
一

系列横断面研究发现衰弱与 肾脏功

能减退 、 骨量降低 、 听力下降 以及小便不利等肾系疾病或症状存在密切联系 ， 这也为研

宄衰弱与 肾虚证之间 的关系提供 了更多可靠依据 。 其中 ， 尺３ １＾ １１ 等 ［
１ ７ ６

１研宄发现衰弱在慢

性肾病 （ ｃｈｒｏｎｉｃｋ ｉｄｎｅｙ ｄ ｉ ｓｅａｅ
，
ＣＫＤ ） 人群 中普遍存在 ， 且其发生率随肾小球滤过率的降

低而增加 。 Ｂ ａ ｌ ｌ ｅｗ 等 ［
１ ７ ７

ｌ研究发现在社 区老年人群中 ， 衰弱与进行性肾功能损害密切相

关 。 Ｙｏｎｅｋ ｉ 等 ［
１ ７ ８

］研究发现衰弱与骨质流失呈显著性相关关系 。 然而 ， 现代医学 尚无法

清晰解释衰弱与上述肾系疾病或症状之间的关系 ， 同时也缺乏针对性的预防和干预措施 。

中 医学认为肾为五脏之本 ， 凡虚劳等证 ， 伤及根本 ， 必然危笃 ， 因此有必要加强对衰弱

与 肾脏功能之间关系 的现代研究 ， 注重对衰弱人群肾脏功能 、 骨量 、 听力或下尿路症状

等的早期检测 、 诊断 、 预防和治疗 ， 以更有效地延缓衰弱病程的进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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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３ ．２ 血虚证老年 弱

本研究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结果均显示血虚证与农村老年人衰弱程度相关 。 相 比非

血虚者 ， 血虚者的 ＴＦＩ 衰弱量表得分更高 ， 衰弱程度更重 ， 说明血虚证可能是导致衰弱

程度加重的危险性因素 ， 这与古代医家对虚劳病程的认识相吻合 。 例如 《简明医彀 ？ 劳

瘵 》 认为
“

虚劳初甚 ， 形肉未脱 ， 最宜退热为急务 。

……若病者迁延 ， 药力怠缓 ， 其热

昼夜煎熬 ， 故血涸水枯 ， 津液干竭 ， 真阴顿绝
”

； 《医述 ？ 虚劳 》 认为
“

无论阴 阳 ， 凡病

至极 ， 总 由真阴之败耳
”

， 即随着衰弱病程的进展 ， 形劳之热不断积累 ， 津血不断耗损 ，

虚劳程度随之逐渐加重 。

３ ．３ ．２ 阳虚证老年Ｍ弱織賴

本研究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结果均发现阳虚证与农村老年人衰弱程度之间存在
一

定的关联 。 阳虚者的 ＴＦＩ 衰弱量表得分更高 ， 衰弱程度更重。 这与古代医家对虚劳病因

病机的认识是
一致的 ， 如 《医法圆通 ？ 虚劳 》 曰 ：

“

思虚劳之人 ， 总缘亏损先天坎中
一

点真阳耳
”

； 《长沙药解 》 曰 ：

“

人之衰也 ， 火渐消而水渐长 ， 燥 日减而湿 日增 ， 阳不胜

阴 ， 自然之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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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结论与展望

４ ． １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坝上地区 １ ９５ 例农村老年人的 中医症状和 中医证候要素分布情况进

行调查分析 ， 现结论如下 ：

（ １ ） 农村老年人中发生频率最高的 中医症状为腰膝酸软或疼痛 、 食欲不振 、 头晕头

痛 、 身体乏力 、 口干 口 渴 、 失眠、 精神倦怠 、 体瘦、 耳鸣耳聋 、 肢体麻木或疼痛 。 衰弱

老年人中医症状分布情况与此相似 。

（ ２ ） 农村老年人中发生频率最高的病位要素为肾虚证、 肝虚证和脾虚证 ， 病性要素

中虚证以阴虚证 、 气虚证和血虚证为主 ， 实证以血瘀证和实热证为主 。 衰弱老年人中医

证候要素分布情况与此相似 。

（ ３ ） 肾虚 、 血虚和阳虚是加重农村老年人衰弱程度的重要因素 ， 医护人员可采取针

对性的护理干预措施 ， 更好地预防或延缓衰弱的发生发展 。

４ ．２ｍｍ

本研究不足之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

一

是样本量较小 ， 未来可 以继续扩大样本量 ，

并根据性别 、 年龄段、 婚姻状态、 居住方式 、 经济状况 、 生活习惯和现患病种类等因素 ，

对老年人进行分层或亚组分析 ， 以排除人 口学或其他因素造成的统计学差异 。 二是调查

研究时间集中于农忙时节 ， 未来可选取不同时节进行调查研究 ， 以更全面地了解农村老

年人中医症状和 中医证候要素分布情况随时节的变化规律 ， 更好地因时制宜 、 辨证施护 ，

提出更有针对性、 更有效的护理建议或干预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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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性定义

［
１
］
证候 ： 指的是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某

一

阶段的病理生理变化的整体反应状态

的概况＿ 。

［
２
］
证候要素 ： 指的是组成证候的主要元素 ， 是对证候病因病机的表述 其诊断

依据是症状的临床特征 ， 包括证候的部位、 症状所属脏腑的功能 、 症状的性质和症状的

加重缓解因素 ［
１ ８Ｇ

］

。 本研宄根据张启 明等 ［
１ ３ ８

］的研究结果 ， 将证候要素分为病位要素和病

性要素两类 （共 ２０ 个 ） 。 其中病位要素包括心 、 肝、 脾 、 肺 、 肾 、 胃 （共 ６ 个 ） ， 病性要

素包括实寒 、 实热 、 阴虚 、 阳虚 、 内风 、 内湿、 内燥 、 气滞、 气逆、 气虚 、 血虚 、 精虚 、

痰 、 瘀血 （共 １４ 个 ） 。

［
３
］
证候靶点 ．

？ 指的是证候要素的发生部位 ， 是对证候病位的厘定

［
４

］
应证组合 ： 对应临床证候的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组合 ［

１ ３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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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八段锦对农村衰弱老年人影响的研究

目 前 ， 国 内外针对衰弱人群的预防和治疗措施主要包括运动干预、 营养干预、 药物

干预和多学科综合干预等 ， 其中运动干预是 目 前公认的首选方案 。 大量研究表明有氧训

练 、 阻力训练 、 平衡和柔初性训练等运动有利于増加肌肉力量 、 肌肉质量 、 躯体平衡性

和柔初性等 ， 对于改善老年人衰弱状态具有有益作用 １
１ ８ １

］

。 在运动干预中最符合中 医护

理特色的便是中医导 引运动 ， 而八段锦作为我国流传最为广泛的中医导 引运动之
一

， 不

仅融合了有氧运动 、 抗阻运动 、 平衡和柔韧性运动等多种运动类型 ， 还具有动作简单易

学 、 对场地需求小等特点 ， 特别适合在农村地区老年人群中进行推广应用 。

近年来 ， 已有学者将八段锦应用于养老机构等老年衰弱人群 ［
１ ８２

］

， 并发现八段锦对于

改善其衰弱状况 ， 增强其躯体活动能力 ， 缓解其抑郁情绪 ， 改善其认知功能 ， 提高其生

活质量具有有益作用 ， 且具有安全性 。 然而 ， 八段锦在农村老年衰弱人群的干预研究却

十分有限 ［
１ ８３

］

， 干预效果尚不明确 ， 有待进
一

步研究 。

本研究实际调研发现 ， 坝上地区农村老年人由于长期从事农业劳动 ， 关节变形严重 ，

躯体活动限位明显 ， 然其肱股部位肌肉却较为强壮 ， 与城市老年人生理特点具有明显差

异 ； 同时农村老年人受教育年限较少 ， 学习能力较低 ， 对复杂动作的记忆能力较差 ， 与

城市老年人的认知和心理特点也有较大区别 。 因此本研究根据前文调研得出 的农村老年

人中医证候要素分别特征 ， 同时结合其生理、 心理和认知特点 ， 选取 了徤身气功 ？ 八段

锦中的第三式
“

调理脾 胃须单举
”

、 第四式
“

五劳七伤往后瞧
”

和第七式
“

攒拳怒 目 增

气力
”

三个段式 ， 对农村衰弱老年人进行辨证施功 ， 以研宄八段锦运动对农村衰弱老年

人的干预效果 ， 以期对衰弱的运动干预研宄做出有益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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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研宄对象

１ ． １ 对象来源

本研究在研究二基础上 ， 于 ２０２２ 年 １ ０ 月 至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根据拟定的纳入和排除标

准对农村衰弱老年人进行招募 ， 并进行八段锦干预 。

１ ．２ 纳入标准

（ １ ） 经 ＴＦＩ 衰弱量表评估为衰弱者 ；

（ ２ ） 年龄 ２ ６０ 岁 （根据中 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对老年人 口 的界定标准 ）
；

（ ３ ） 具有 自主活动能力 ， 肢体健康且能主动参加运动锻炼者 ；

（ ４ ） 意识清楚 ， 能准确表达 自 身情况 、 配合完成指标测评及完成干预者 ；

（ ５ ） 自 愿参加本研究 ， 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

同时符合以上标准者方可纳入本研究 。

１ ．３ 排除标准

（ １ ） 有恶性肿瘤或其他严重消耗性疾病 、 脑供血不足疾病 （如椎动脉型颈椎病 ） 、

传染性疾病 、 神经系统疾病 、 精神性疾病 、 严重的心血管 、 肝 、 肾 、 胃肠道、 血液系统

疾病 、 肌肉骨骼系统疾病及其他运动禁忌证 ， 而不适宜练习八段锦者 ；

（ ２ ） 有精神病家族史、 神经衰弱 、 应激障碍 、 人格障碍及服用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疾

病者 ；

（ ３ ） 根据美国运动医学院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 
Ｓｐｏｒｔｓ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 ＡＣＳＭ ） 的规定 ：

不稳定心绞痛患者或近 ３ 个月 内发生心肌梗塞者 ； 不受控制的心律失常患者 ； 持续未控

制的高血压患者 （收缩压 ２ １ ８０ｍｍ Ｈｇ 或舒张压 ２１ １ ０ｍｍ Ｈｇ ）
；

（ ４ ） 长期规律练习八段锦等中医传统运动者或参加体育运动者 ；

（ ５ ） 正在参加影响本研宄结果评价的其他临床试验者 。

凡是符合 以上任何
一

条者 ， 不予入组 。

１ ．４ 脱落标准

（ １ ） 受试者 自愿要求退出本研究 ；

（ ２ ） 由于受试者失访 ， 无法继续完成指标测评 ；

（ ３ ） 研究者根据受试者的身体运动评估情况考虑其有必要停止试验 。

凡是符合以上任何
一

条者 ， 即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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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５ 终止标准

受试者在参与研究过程中发生严重不 良事件如限制活动的心脑血管疾病或住院等 ，

应立即停止八段锦运动 ， 提前终止研究 ， 并详细记录病例报告表 （ Ｃａｓ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ｆｏｒｍ ，
ＣＲＦ ） 。

１ ．６ 样本浙算

本研究为非随机对照实验 ， 以握力为主要结局指标之
一

。 样本量根据有效性检验原

理 ， 按公式 （ １ ） 计算 。

ｎ
１
＝

ｎ
２
＝ ｌ＾ｔｔ （ １ ）

其中 ， ｏ
２

用样本方差Ｓ
２

估计 ， Ｓ
２
＝

［
Ｓｅ

２
＋Ｓ ｃ

２

］
／２ ， 差值 （Ｊ Ｈ Ｘｅ

－Ｘｅ ｌ ，Ｘｅ 、 Ｘ
＜＾ Ｓ ｅ 、

Ｓ ｃ 分别代表试验组 、 对照组的均数和标准差 ， 《 代表每组样本量 ， 规定两组样本量

？２ 。 规定检验水准 ０

＝

〇 ． 〇５ （单侧 ） ， ＃ 

＝

〇 ． １ 〇 ， 查 ／
／ 界值表得出 ＾ ／

＿？
＝

１ ． ６４ ，

／
／４

＝

１ ．２８ 。

需说明的是 ， 由于难以获得八段锦运动 （尤其是八段锦节选动作 ） 对农村衰弱老年

人的干预效果数据 ， 因此本研宄进行了小样本的预试验研究 ， 以初步了解八段锦对农村

衰弱老年人的有效性 、 安全性和依从性 。 预试验方法 ： 根据拟定的纳入和排除标准收集

农村衰弱老年人 ， 并对其进行 ２ 周 的八段锦运动干预 。 预试验以握力为主要结局指标 ，

以不 良事件评价其安全性 ， 以 出勤次数评价其依从性 。 值得说明 的是 ， 预试验以握力为

主要观测指标 ， 主要是因为握力下降是躯体衰弱的主要指征之
一

， 且握力测量具有相对

快速、 简便、 量化 、 信效度较高等优点 ， 是临床实践中常用 的评估指标 。 八段锦运动方

案为每周运动 ５ 次 ， 每次 ３ ０ｍｉｎ ， 持续 ２ 周 ， 中等运动强度 ， 八段锦动作为第三式
“

调

理脾 胃须单举
”

、 第四式
“

五劳七伤往后瞧
”

和第七式
“

攒拳怒 目 增气力
”

。 于基线和

试验第 ２ 周进行握力测定 。 预试验结果 ： 共收集 １ １ 例农村衰弱老年人 。 受试者平均握

力 由干预前的 １ ５ ． ８ ± ２ ． １ １ ｋｇ 增加为 １ ７ ．２ ± １ ．６４ｋｇ ， 且有统计学差异 （Ｐ ＜ ０ ． ０５ ） 。 主要不

良事件为腰腿疼痛 ９ 例 （ ８ １ ． ８％ ） 、 肩背疼痛 ８ 例 （ ７２ ． ７％ ） 、 上肢疼痛 ８ 例 （ ７２ ． ７％ ） 、 疲

乏 ８ 例 （ ７２ ． ７％ ） 、 站立不稳 ７ 例 （ ６３ ．６％ ） ， 症状均较轻微 ， 大多在纠正动作或休息后缓

解 ， 未发生严重不 良事件 。 受试者依从性为 １ ００％ ， 没有因不 良事件提前退出预试验者 。

预试验结论 ： 八段锦运动对农村衰弱老年人具有
一

定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 根据前期预试

验结果 ， 并将其代入计算公式 （ １ ） ， 得出 ｍ 

＝

ｉｉ２ 

＝
３４ 。 考虑 ２０％的脱落率 ， 八段锦干预

研宄每组应至少纳入 ４０ 例受试者 ， 合计 ８０ 例 。

８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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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宄方法

２ ． １ 研宄设计

本研究采用非随机对照试验设计 ， 根据农村衰弱老年人的参与意愿和招募顺序 ， 按

照 １ ： １ 的 比例 ， 将 ８ ０ 例农村衰弱老年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 。 其中对照组接受常规健康

教育 （ 包括疾病知识指导 、 用药指导 、 饮食指导等 ） ， 试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接受八段锦

运动干预 。 八段锦运动方案为每周运动 ５ 次 ， 每次 ３ ０ｍ ｉｎ ， 持续 １ ２ 周 ， 中等运动强度 ，

八段锦动作为第三式
“

调理脾 胃 须单举
”

、 第 四式
“

五劳七伤往后瞧
”

和第七式
“

攒拳

怒 目 增气力
”

。 主要观察指标为 ＴＦ Ｉ 衰弱量表得分和握力 ， 次要观察指标为单腿站立时

间 、 焦虑抑郁量表得分 、 生活质量量表得分 、 中 医症状积分 。 分别于干预前 、 干预后 １ ２

周对受试者测评上述指标 ， 探讨八段锦运动干预对农村衰弱老年人的影响 。

２ ．２ 干预方法

本研宄在研究二基础上 ， 根据当地农村衰弱老年人最常见 中医症状和 中医证候要素 ，

选取 了健身气功 ？ 八段锦中 的第三式
“

调理脾 胃须单举
”

、 第 四式
“

五劳七伤往后瞧
”

和第七式
“

攒拳怒 目 增气力
”

三个段式 ， 对受试者进行辨证施功 （注 ： 选取上述三个段

式的原 因详见本章 ４ ． ３ 部分 ） 。 同时参照 《老年人衰弱预防 中 国专家共识 （ ２０２２ ） 》
ｔ
１ ８４

ｌ针

对衰弱老年人运动方案的建议 ， 结合当地农村老年人的生理 、 心理和认知特点制定 了适

宜的八段锦运动方案 ， 使其更加适合该人群进行练习 。 大量研究显示 １ ２ 周 的八段锦干

预对于改善躯体平衡性 、 肌肉力量 、 活动能力等衰弱指标是有效的 ［
１ ８ ５

＿

１ ８ ７
］

， 故本研宄将

八段锦运动干预周期设定为 １ ２ 周 。 八段锦干预过程分为 ３ 个阶段 ， 具体方案见表 ３ ． １ 。

首先 ， 由研究者向受试者发放免费的八段锦相关资料 ， 讲解八段锦功法的基础理论知识 ，

使其初步 了解和熟悉八段锦相关知识 ， 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 然后 ， 由八段锦教练对受试

者进行培训 ， 分段式讲解八段锦功法的健身原理 、 动作要领和注意事项 ， 使受试者逐渐

适应和初步掌握八段锦功法的操作过程 。 培训 ２ 周 ， 每周 ５ 次 ， 每次 ３ ０ ｍｉ ｉｉ（包括热身

活动和放松活动共 ５ｍ ｉｎ ） ， 中等运动强度 。 其 中 ， 运动强度 以主观体力感觉等级量表

（ Ｒａｔ ｉｎｇ
ｏｆ Ｐｅ ｒｃ ｅ ｉｖｅｄＥｘｅｒｔ ｉｏｎ

，
ＲＰＥ ） 为判定标准 ， 以 ＲＰＥ１ ２ ？

１ ３ 分为宜 ， 具体评分方

法见表 ３ ． ２ 。 之后 ， 由 八段锦教练对受试者进行辅导训练 ， 使受试者熟练掌握八段锦功

法的操作过程 ， 并能独立连贯地完成指定动作 。 辅导训练 ４ 周 ， 每周 ５ 次 ， 每次 ３ ０ ｍ ｉｎ ，

中等运动强度 。 辅导训练结束后 ， 由八段锦教练对受试者进行考核 ， 当达到培训标准后 ，

方可进行独立练习 。 最后 ， 受试者根据 自 己的时间进行独立练习 。 独立练习 ６ 周 ， 每周

８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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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次 ， 每次 ３ ０ｍｉｎ ， 中等运动强度 。

表 ３ ． １ 八段锦运动干预方案

阶段
一

阶段二阶？Ｈ

运动频率 （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３０ ｍ ｉｎ／次 ３ ０ｍ ｉｎ／次 ３０ｍ ｉｎ／次

运动强度 （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中等强度中等强度中等强度

运动时间 （ ｔｉｍｅ ）每周 ５ 次 ， 共 ２ 周每周 ５ 次 ， 共 ４ 周每周 ５ 次 ， 共 ６ 周

运动类型 （ ｔｙｐｅ ）有氧运动有氧运动有氧运动

表 ３ ． ２ＲＰＥ 评分与运动强度之间的关系

主观运动感觉对应运动强度对应参考心率 ＰＲＥ 评分 （分 ）

安静 ， 不费力低强度静息心率 ６

低强度 ７０ ７

极其轻松
低强度 ７０ ８

很轻松低强度 ９０ ９

低强度 ９０ １ ０

轻松
低强度 １ １ ０ １ １

中等强度 １ １ ０ １ ２

有点吃力 中等强度 １ ３ ０ １ ３

高强度 １ ３ ０ １４

吃力 高强度 １ ５０ １ ５

超高强度 １ ５０ １ ６

非常吃力超高强度 １ ７０ １ ７

超高强度 １ ７０ １ ８

极其吃力超高强度 １ ９５ １ ９

精疲力竭超高强度最大心率 ２０

２ ．３ 观测指标

２ ．３ ． １
—

般情况

采用
一

般情况调查表调查受试者的
一

般情况 。

一

般情况调查表 由研宄者在参考相关

文献的基础上 自行设计 ， 内容包括人 口统计学资料和疾病相关资料两个部分 。 人 口统计

学资料包括年龄、 性别 、 婚姻状况、 居住方式 、 教育水平、 收入水平、 经济负担和医疗

付费方式等基本信息 。 疾病相关资料包括高血压 、 糖尿病 、 冠心病等现患疾病种类和现

服用药物种类 ， 以及运动 、 吸烟 、 饮酒习惯等生活方式信息 。

２ ．３ ．２ 衰弱状态

使用 中文版 Ｔｉｌｂｕｒｇ 衰弱评估量表 （ Ｔｉ ｌｂｕｒｇ

Ｆｒａｉ ｌｔ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ＴＦＩ ） 评估农村老年人的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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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弱状态 。 ＴＦＩ 量表是 ２０ １ ０ 年由荷兰 Ｔｉｌｂｕｒｇ 大学的护理学专家 Ｇｏｂｂｅｎｓ 等在衰弱整合

模型的基础上研发而来的 ［
２３

］

。 ＴＦＩ 量表是
一

项多维度衰弱 自评工具 ， 包含了生理、 心理

和社会三个维度 ， 共 １ ５ 个条 目 。 其中 ， 生理衰弱维度有 ８ 个条 目 ， 包括身体健康状况 、

体质量下降 、 行走困难、 平衡能力 、 视力 问题、 听力下降 、 握力下降和频繁疲劳感 ；
心

理衰弱维度有 ４ 个条 目 ， 包括记忆力下降 、 抑郁状态 、 焦虑状态和低应对能力 ； 社会衰

弱维度有 ３ 个条 目 ， 包括独居 、 社会关系和社会支持 。 这 １ ５ 个条 目 均采用二分类计分

法 ， 计为 ０ 分或 １ 分 。 ＴＦＩ 量表总得分介于 ０ 至 １ ５ 分 。 若总得分 ２５ 分即可诊断评估

为衰弱 。 总得分越高 ， 代表衰弱程度越严重 。 ２０ １ ３ 年 ， 北京大学护理学院奚兴等 ［
２４

１对其

表进行了汉化 ， 中文版 ＴＦＩ 的信效度 良好 ， 总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

ｓ ａ 系数是 ０ ．６８６ ， 适用于

老年人群的衰弱状态评估 。

２ ．３ ．３ 肌肉状态

本研究中肌肉状态主要包括肌肉力量和平衡性 ， 分别介绍如下 。

（ １ ） 握力 ： 利用握力测量法测量受试者的上肢肌肉强度 。 制作握力测量表 ， 收集受

试者在干预前 、 干预后优势手的握力情况 ， 具体测量节点见后文 。 测量方法如下 ： 受试

者优势手持握力计 ， 掌心向 内 ， 表盘朝外 ， 采用站立姿势 ， 身体直立 ， 双臂 自然下垂 ，

握力计勿与身体和衣物接触 ， 语言鼓励患者使出最大力量 ， 受试者用力达到最大值持续

３ 秒 ， 记下刻度 。 测量 ２ ￣ ３ 次 ， 每次间隔 ｌ ｍｉｎ ， 取最大值 。

（ ２ ） 单腿站立时间 ： 釆用单腿站立时间作为指标评估老年人平衡性 。 制作单腿站立

时间记录表 ， 测量老年人于八段锦运动干预前和干预后的单腿站立时间 。 测量方法如下 ：

测试对象选择优势腿进行睁眼单腿站立 ， 另外
一条腿 自然抬起 ， 双臂分于身体两侧 ， 双

手叉腰或双臂展开 ， 尽可能保持较长的站立时间 。 对于未知优势腿的测试对象 ， 可按照

其意愿对双腿分别进行测试 ， 记录其站立最长时间作为最终结果 。 受试者听到
“

开始
”

口令后 ，

一

脚抬起 ， 开始记录时间 ， 当受试者支撑脚发生移动或者抬起脚落地时 ， 结束

记录时间 ， 重复 ２ 次 ， 间隔 ２ｍｉｎ ， 记录其最好成绩 。

２ ．３ ．４ 心理状态

采用综合医院焦虑抑郁量表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ｎｘｉｅｔｙ
ａｎｄＤｅｐｒｅｓｓ ｉｏｎＳｃａｌｅ ， ＨＡＤＳ ） ［

２ ８
１对

受试者的心理状态进行评估 。 ＨＡＤＳ 量表在社区环境和初级保健医疗实践中 同样有效 ，

具有 良好的信效度 ［
２９

，
３ Ｇ

］

。 ＨＡＤＳ 量表由 １ ４ 个条 目组成 ， 分为焦虑和抑郁 ２ 个分量表 ，

每个分量表包含 ７ 个条 目 ， 每个条 目按照 ０ ？

３ 分评分 ， 焦虑和抑郁总分范围为 ０ ￣

２ １

分 。 ＨＡＤＳ 分量表得分 ０ ￣ ７ 分为无焦虑和 （或 ） 抑郁 ， ８
￣

１ ０ 分为轻度焦虑和 （或 ） 抑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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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 、 １ １
￣

１ ４ 分为中度焦虑和 （或 ） 抑郁 、 １ ５ ？ ２ １ 分为重度焦虑和 （或 ） 抑郁＠ １

。

２ ．３ ．５ 生活质量

采用健康状况调查问卷 （ ｔｈｅＭＯＳｉｔｅｍ ｓｈｏｒｔ ｆｒｏｍ ｈｅａｌｔｈｓｕｒｖｅｙ，
ＳＦ－３ ６ ）

卩 ９６
］对受试者

的生活质量进行测评 。 ＳＦ －

３ ６ 量表共包含 ３ ６ 个条 目 ， 其中条 目 ２ 主要用于评价研宄对象

于过去 １ ２ 个月 内 的健康变化 ， 其余 ３ ５ 个条 目 可概括为 ８ 个维度 ， 即躯体疼痛 （ ｂｏｄ ｉｌｙ

ｐａｉｎ
，
ＢＰ ） 、 总体健康 （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
ＧＨ ） 、 生理功能 （ ｐｈｙｓ 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
ＰＦ ） 、 生理职能

（ ｒｏｌｅ
－

ｐｈｙｓ ｉｃａｌ
，
ＲＰ ） 、 情感职能 （ ｒｏ ｌ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
ＲＥ ） 、 社会功能 （ ｓｏｃ ｉａｌｆｉｕｉｃｔｉｏｎ

，
ＳＦ ） 、

活力 （ ｖｉｔａｌ ｉｔｙ， 
ＶＴ ） 和精神健康 （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

， 
ＭＨ ） 。 ８ 个维度中 ， 每个维度分数在 ０

̄

１ ００ 分之间 ， ０ 分为最差 ， １ ００ 分为最好 。 其中 ， 生理综合分 ＝

（
ＢＰ 得分 ＋ ＧＨ 得分 ＋

ＰＦ 得分 ＋ ＲＰ 得分 ）
／ ４

；
心理综合分 ＝

（
ＲＥ 得分 ＋ ＳＦ 得分 ＋ ＶＴ 得分 ＋ ＭＨ 得分）

／ ４ 。

ＳＦ －

３ ６ 量表总分 ＝

（
生理综合分 ＋ 心理综合分

）
／ ２ 。 各维度得分越高 ， 代表其该维度的

生活质量越好 ；
ＳＦ －

３ ６ 量表总分越高 ， 代表其总体生活质量越好 。

２ ．３ ．６ 中医症状积分

采用 中医症状积分评价八段锦对农村衰弱老年人常见 中医症状的干预效果 。 参考

《实用 中西医结合诊断治疗学 》 等文献 ［
１ ９７

，
１ ９８

］

， 根据常见中医症状的轻重程度对其进行

量化赋分 ， 其中无症状 ： ０ 分 ； 轻度症状 ： １ 分 ； 中度症状 ： ２ 分 ； 重度症状 ： ３ 分 ， 舌

脉不计分 。 中医症状积分为中医单项症状评分之和 ， 总分越高 ， 提示临床症状越严重 。

２ ．３ ．７ 可行性職

（ １ ） 依从性 ： 使用 出勤表详细记录研究对象在整个课题干预过程中参加运动情况

并进行客观评价 。 依从性百分比计算公式为 ： 依从性 ＝

（总次数 － 缺勤次数 ） ／总次数

Ｘ１ ００％ 。 其中 ， 依从性 ２ ７５％者评定为依从性 良好 ， 依从性 ＜ ７５％者评定为依从性差 。

（ ２ ） 运动相关益处 ： 列 出 １ 个开放性问题 ， 获取受试者感受到的运动相关益处 ，

从而为进
一

步完善八段锦运动方案提供依据 。 开放性问题为
“

您参加八段锦锻炼后有哪

些感受 ？
”

２ ．３ ．８ 安全性册

采用 自制的不 良事件记录表 ， 详细记录受试者在试验期间 出现的不 良事件 ， 主要包

括心慌 、 跌倒 、 住院次数 、 死亡等情况 。 以各组不 良事件发生率作为评价指标 ， 不 良事

件发生率计算公式 ．

？ 不 良事件发生率 （％ ） 

＝

（不 良事件发生总例数／该组总例数 ）
ｘ

ｌ 〇０％ 。

２ ．４ 观测时点及指标

本研宄于招募入组时收集受试者的
一

般资料 以及各项观察指标 ； 干预后 １ ２ 周 （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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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 ± ７ 天 ） 测量两组受试者的 ＴＦ１ 衰弱量表得分 、 握力 、 单腿站立时间 、 焦虑抑郁量表

得分、 生活质量量表得分和中医症状积分 。 具体观测时点和指标选取如表 ３ ．３ 所示 。

表 ３ ． ３ 八段锦干预研宄流程表

１１干预 １ ２ 周后

时间节点 （周 ） 〇 １２

招募 ：

合格性初筛 々

知情同意 々

分组 Ｗ

Ｗ＆ Ｓ

一

般情况 Ｖ

握力 々 Ｖ

单腿站立时间 ｗ Ｖ

中医症状积分 ＜ Ｖ

ＴＦＩ 衰弱量表得分 Ｖ Ｖ

焦虑抑郁量表 ＜ Ｖ

生活质量量表 々 Ｖ

２ ．５ 安全注意事项

研究者和八段锦教练在指导受试者进行八段锦运动前 ， 需向受试者进行健康知识宣

教 ， 说明运动注意事项 ， 要求受试者根据 自 身情况合理安排运动强度 。 若受试者在八段

锦运动过程中 出现任何不适症状如气喘 、 心慌 、 疲惫 、 疼痛等情况 ， 应立即停止运动 ，

并与研究者和八段锦教练进行沟通 ， 及时调整运动方案并进行安全性方面的处理和记录。

２ ．６ 统计施

采用 ＩＢＭＳＰＳＳ２０ ．０ 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 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者以 ｉ±ｓ 表示 ，

不符合正态分布则 以 四分位数法表示 ， 计数资料以 《
（
％

） 表示 。 计量资料组间 比较采用

独立样本 （ 检验或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Ｕ 检验 。 计数资料组间 比较采用 ；ｆ

２

检验或 Ｆ ｉ ｓｈｅｒ 确切

概率法 ， 基线不齐时采用协方差分析 。 组内 比较采用配对样本 ｒ检验 。 以 户 ＜０ ．０５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２ ．７ 质量控制

２ ．７ ． １ 干预前的质置控制

２ ．７ ． １ ． １ 临床獅设计

为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 本课题组在前期查阅 了大量资料文献 ， 并咨询 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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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老年病医学专家 、 八段锦专家和统计学专家 ， 以制定和完善临床科研设计方案 。 其中

临床设计主要包括研宄对象纳入和排除标准的制定 、 八段锦实施方案的形成以及指标的

选择等 。 科研设计主要包括本研究所涉及的科研设计方法和统计方法等 。

２ ．７ ．１ ．２科研人员培训

为保证本课题的顺利进行 ， 本研究于干预前对病例收集者 、 方案实施者和资料收集

者分别进行 了规范培训 ， 以上人员均 由课题组不同人员承担 ， 具体培训重点如下 。

（ １ ） 病例收集者 ： ①病例收集者应明确衰弱的评估标准 ， 熟练掌握衰弱评估工具

（ ＴＨ 衰弱量表 ） 的使用方法 ， 严格按照纳入和排除标准确定本研究的研究对象 ， 以保

证受试者的合格性 。 ②病例收集者应需向受试者详细说明本研究的 目 的 、 方法和意义 ，

强调八段锦运动干预的重要性 ， 保证受试者的依从性 。

（ ２ ） 方案实施者 ： ①制定八段锦运动方案 。 主要包括八段锦运动频率 、 运动时间 、

运动强度 、 运动类型 、 动作选取及注意事项等。 ②对八段锦培训过程进行质量监控 。 试

验期间 由专门监控人员对受试者进行质量监控 ， 主要是对训练和测评两个环节 。 训练监

控人员主要负责对受试者训练内容 、 过程和熟练程度等进行质量监控 ， 每次训练后抽样

检查 ， 评估训练效度 。 测评监控人员主要负责监督测评人员严格按照测评方法和步骤实

施 ， 以保证研宄质量 。 对照组受试者不参与八段锦训练的任何阶段 ， 单独培训其了解测

评过程和注意事项等 。 对照组受试者仅参与八段锦干预前和干预 １ ２ 周后的测评过程 。

（ ３ ） 资料收集者 ： 全面熟悉本研宄中所涉及的
一

般资料和观测指标 ， 并掌握测评方

法 ， 保证收集资料的有效性和真实性 。

２ ．７ ．２ 干预中的质童控制

为保证课题顺利进行 ， 干预过程中主要对研宄人员进行监督及保证受试者的依从性 ，

具体如下 。

（ １ ） 课题实施前期准备 ： ①密切联系村干部 、 建立信任关系 。 本课题在实施干预方

案前征得村委会工作人员 同意 ， 并与当地医务室工作人员进行合作 ， 免费为农村老年人

群开展健康科普活动 ， 取得村民信任 。 ②招募研宄对象 。 由村干部和当地医务室工作人

员负责联络、 发动村民 ， 同意张贴 、 发放或广播本研宄的招募通知 。 ③确定课题实施场

地 。 各村委会为本课题提供实施场所 ， 主要用于收集受试者资料和进行八段锦培训 。 ④

由 当地
一

名具有教练资质 的八段锦教练带领农村衰弱老年人进行练习 ， 按照国家体育总

局 ２００３ 年颁布的
“

健身气功 ？ 八段锦
”

中相应的动作要求进行教学 。

（ ２ ） 对照组 ： ①维系 良好沟通关系 。 在课题实施过程中对对照组受试者进行定期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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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 ， 了解其健康情况 ， 解答其健康相关问题 ， 建立长期有效沟通 。 ②建立奖励机制 。 定

期对对照组受试者发放小礼品 ， 提高受试者的依从性 。 ③建立补偿机制 。 若对照组受试

者改变其原有意愿 ， 表示愿意跟随练习八段锦 ， 则承诺其 １ ２ 周八段锦运动干预结束后

对其提供免费八段锦培训或指导 。

（ ３ ） 试验组 ： ①掌握八段锦操作过程 。 在培训阶段 ， 发放免费的八段锦指导手册 ，

并由八段锦教练进行现场演示和集体指导 ， 直至受试者对八段锦操作过程充分理解和掌

握 。 ②及时填写出勤表 。 由课题组成员通过现场调查或入户访问 的方式 ， 定期调查或访

问受试者练习八段锦的情况 ， 并及时填写出勤表 ； 嘱咐受试者坚持八段锦运动 ， 并对依

从性 良好的受试者赠送小礼品 ， 以进
一

步提高其依从性 。 ③积极沟通 ， 确保依从性 。 对

未按时参加八段锦训练或练习 的受试者 ， 将由课题组成员通过入户或电话的方式询 问原

因 ； 对八段锦操作过程不熟悉者 ， 将由八段锦教练对其进行详细解答或指导 。

（ ４ ） 避免沾染性偏倚和干扰性偏倚 ： 为保证课题实施的质量 ， 采用 以下方法避免沾

染及偏倚 。 ①如前文所述 ， 若对照组受试者在试验组八段锦运动干预过程中希望跟随练

习 ， 则 由课题组成员与其进行沟通 ， 承诺其 １ ２ 周八段锦运动干预结束后为其提供免费

八段锦培训机会 ； 若其坚持在 １ ２ 周 内跟随练习八段锦 ， 则剔除其数据 ， 不纳入疗效分

析 （需说明的是 ， 本研宄实际研究过程中 ， 未出现对照组受试者跟随练习八段锦的情况 ） 。

②课题实施者在实施过程中严格遵守试验原则或方案 ， 不可因受试者在试验组而给予更

多的关心或问候 ， 以免发生干扰性偏倚 。

２ ．７ ．３ 干预后的质量控制

干预后的质量控制主要体现在资料收集 、 数据录入及统计分析。 ①资料收集 。 干预

后资料收集时 ， 再次明确数据收集的方法和要求 ， 按照所选量表采用面对面询问的方式

收集资料 ， 避免测量性偏倚 ， 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 每次收集资料时 ， 资料收集

者及时检查量表 内容的完整性 。 ②数据录入 。 数据录入者对所有数据进行编码 ， 采用平

行双录入方式录入 Ｅｘｃｅ ｌ 表中保存 ， 并进行交叉核对和复审 ， 确保准确无误后方可进行

统计分析 。 ③统计分析 。 统计分析者釆用 ＩＢＭＳＰＳＳ２０ ． 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 发现有异

常值应及时向资料收集者进行核实 ， 保证数据的准确性 。

２ ．８ 伦理审査

本研究由北京中医药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后实施 （批准编号 ： ２０２０ＢＺＹＬＬ １ ００ 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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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结果

３ ． １ 研究完成概况

本研究最终完成试验的受试者为 ７ ８ 例 ， 其中试验组 ３ ９ 例完成试验 （脱落 １ 例 ， 原

因 ： 长期外出探亲 ） ， 对照组 ３ ９ 例完成试验 （ 脱落 １ 例 ， 原因 ： 死亡 ） 。 受试者干预流

程见 图 ３ ． １ 。

招

募 ｜评估受试者筛选 （
ｎ
＝

１ ６６
）

Ｉ非随机化ｉ
？组

（
ｎ
＝
８０ ）

配 ｉ


 ５ Ｘ

试验组 （
ｎ
＝

４０
） ｜

对照组 （
ｎ
＝
４０

）

随  １＾

访 ｜脱落 （
ｎ
＝

ｌ
） ｜脱落 （ ｎ

＝

ｌ
）

 ｉ ｉ

ｆｔ纳入分析 （
ｎ
＝
３９

）纳入分析 （ ｎ
＝
３ ９

）

ｆｉ ｒ


图 ３ ． １ 受试者干预流程 图

３ ．２ 研宄对象基本资料

本研宄共纳入 ７ ８ 例受试者 ， 经分析两组受试者在性别 、 年龄 、 婚姻状况 、 居住方

式 、 月 收入 、 经济负担 、 医疗付费方式 、 现患慢性病数量 、 现服药物数量 、 运动 、 吸烟

和饮酒习惯方面均无统计学差异 （ Ｐ ＞ ０ ． ０ ５ ） ， 即两组受试者的人 口社会学资料和疾病相

关资料具有可比性 。 具体数据见表 ３ ．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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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４ 两组受试者的基本资料 （ ｎ 

＝

７８ ）

变量试验组 （ 《 

＝
３９ ）对照组 （ 《 

＝
３９ ）统计量Ｐ

（
ｎ

，
％

）

男 ２０
（
５ １ ． ３％

） １ ９
（
４８ ．７％

） ０ ． ０５ １
３０ ． ８２ １

女 １ ９
（
４８ ＿７％

） ２０
（
５ １ ．３％

）

年龄 ，岁 ，
Ｍ

（
ＩＱＲ） ７２ ．００

（
６８ ．００

，
７７ ．００

） ７０ ．００
（
６５ ．００

，
７４ ．００

）０ ．２２７
ｂ０ ．２２０

讓状况 （
ｎ

，
％

＞

有配偶 ３ １
（
７９ ．５％

） ３２
（
８２ ． １％

） ０ ．０８３
ａ

０ ． ７７４

无配偶 ８
（
２０ ．５％

） ７
（
１ ７ ．９％

）

居住方式 （
ｎ

，
％

）

独居 ８
（
２０ ．５％

） ５
（

１ ２ ．８％
） ４ ．４８ ７

ａ０ ． １ ７５

家人同住 ３ １
（
７９ ． ５％

） ３２
（
８２ ． １％

）

互助幸福院 ０
（
０ ．０％

） ２
（
２ ．６％

）

月 元 ，
Ｍ

（
ＩＱＲ） １ ０００

（
１ ０００

，
１２００

） １ ０００
（
８００

，
１ ２００

） ０ ．２２７
ｂ０ ．２２０

经济负担

无 １
（
２ ．６％

） ０
（
０ ．０％

） ３ ．３３７
ａ

０ ． ３４３

轻 ３ ５
（
８９ ．７％

） ３ ３
（

８４ ． ６％
）

中 ３
（
７ ．７％

） ５
（

１ ２ ． ８％
）

重 ０
（
０ ，０％

） １
（
２ ．６％

）

医疗付费方式

农村合作医疗 ３ ８
（
９７ ．４％

） ３ ９
（

１ ００ ．０％
） ０ ． ０００

３ １ ． ０００

城市医保 １
（
２ ． ６％

） ０
（
０ ．０％

）

种 ，
Ｍ

（
ＩＱＲ） １ ．００

（
１ ．００

，
１ ．００

） １ ．００
（
０ ？００

，

１ ．００
） ｌ ＿ ７８４

ｂ０ ． ０７４

ＳＳＳ＊，＃ ，
Ｍ

（
ＩＱＲ） １ ． ００

（
０ ． ００

，
２ ．００

） １ ．００
（
０ ．００

，
１ ．００

） １ ． １ ２３
ｂ０ ．２６ １

＿习愤

无 ３ ９
（
１ ００ ．０％

） ３ ６
（
９２ ． ３％

） １ ． ３ ８７
８

０ ．２３９

有 ０
（
０ ＿０％

） ３
（
７ ．７％

）

吸烟习愤

无 ２ １
（
５３ ． ８％

） ２４
（
６ １ ．５％

） ０ ．４７３
３

０ ．４９２

有 １ ８
（
４６ ．２％

） １ ５
（
３ ８ ． ５％

）

饮酒习愤

无 ２０
（
５ １ ． ３％

） ２ １
（
５３ ． ８％

） ０ ．０５ ｌ

ａ

０ ． ８２ １

有 １ ９
（
４８ ． ７％

） １ ８
（
４６ ．２％

）

注 ： ＩＱＲ ＞
ｉｎｔｅｒｑｕａｒｔ ｉｌｅ ｒａｎｇｅ ， 四分位距 ；

ａ采用 ／检验 ， 统计量为，
ｂ

采用非参数检验 ， 统计量为 Ｚ

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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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３ 八段锦干预效果

３ ．３ ． １ 衰弱状态比较

两组干预前 、 后 ＴＨ 衰弱量表总分情况见表 ３ ．５ 。 组间 比较 ： 两组干预前组间 比较

无统计学差异 （Ｐ ＞ 〇 ． 〇５ ） ， 干预后组间 比较有统计学差异 （户 ＜ ０ ．０５ ） 。 组内 比较 ： 两组

干预后 ＴＦＩ 衰弱量表总分较干预前均下降 ， 且试验组下降幅度更明显 （Ｐ ＜
０ ． ０５ ） 。

表 ３ ． ５ 两组干预前 、 后 ＴＦＩ 衰弱量表总分情况 ［
Ｍ

（
ＩＱＲ） ］

干预前 （分 ）干预 １２ 周后 （分 ）Ｚ ｐ

试验组 （ 《

＝

３ ９ ）９ ．００
（
７ ．００

，
１ １ ．００

）６ ． ００
（
５ ．００

，
７ ．００

）
－５ ． ３ ５２ ０ ．０００

对照组 （ 《

＝

３ ９ ）９ ．００
（
７ ．００

，１ ２ ． ００
） ８ ．００

（
６ ．００

，１ １ ．００
）

－４ ．２ １ １ ０ ． ０００

Ｚ－０ ．６７４－２ ．６２３

ｐ ０ ． ５００ ０ ． ００９

￣

两组干预前、 后生理衰弱得分情况见表 ３ ． ６ 。 组间 比较 ： 两组干预前和干预后组间

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 （Ｐ ＞ 〇 ．〇５ ） 。 组内 比较 ： 两组干预后生理衰弱得分较干预前均下降 ，

且均有统计学差异 （户 ＜ 〇 ．〇５ ） 。

表 ３ ．６ 两组干预前 、 后生理衰弱得分情况 ［
Ｍ

（
ＩＱＲ）Ｊ

ＩＳＯ干预前 （分 ）干预 １ ２ 周后 （ 分 ）Ｚ ｐ

试验组 （ 《

＝

３ ９ ）５ ． ００
（
４ ．００

，
６ ． ００ ）３ ． ００

（
２ ． ００

，
４ ．００

）
－

５ ．２３９ ０ ．０００

对照组 （ 《

＝

３ ９ ）５ ． ００
（
３ ．００

，
６ ．００

）４ ． ００
（
２ ． ００

，
５ ．００

）
－４ ．４００ ０ ．０００

Ｚ－０ ． １ ７３－

１ ．７４０

ｐ ０ ． ８６２ ０ ． ０８２

＂＂

两组干预前 、 后心理衰弱得分情况见表 ３ ． ７ 。 组间 比较 ： 两组干预前无统计学差异

（尸 ＞ ０ ． ０５ ） ， 干预后有统计学差异 （尸 ＜ ０ ． ０５ ） 。 组内 比较 ： 试验组干预后心理衰弱得分

较干预前下降 ， 且有统计学差异 （Ｐ ＜ 〇 ．〇５ ）
； 对照组干预后较干预前无统计学差异 （Ｐ ＞

０ ．０５ ） 。

表 ３ ．７ 两组干预前 、 后心理衰弱得分情况 ［
Ｍ

（
ＩＱＲ） ］

￣

ｍｉ干预前 （分 ）干预 １ ２ 周后 （ 分 ）Ｚ ｐ

试验组 （ 《

＝

３ ９ ）３ ．００
（
１ ． ００

，
３ ．００

） １ ．００
（
１ ．００

，
２ ． ００

）
－３ ． ７ ８２ 〇 ？ 〇〇〇

对照组 （ ｎ

＝

３ ９ ）３ ． ００
（
１ ． ００

，

３ ．００
） ３ ．００

（
１ ．００

，

３ ．００
）

－

１ ．２９８０ ． １ ９４

Ｚ－０ ． ８６４－

３ ．０９２

ｐ ０ ． ３ ８ ８ ０ ．００２

￣

两组干预前 、 后社会衰弱得分情况见表 ３ ． ８ 。 组间 比较 ： 两组干预前和干预后组间

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 （户 ＞ 〇 ． 〇５ ） 。 组内 比较 ： 两组干预后较干预前均无统计学差异 （尸 ＞

０ ．０ ５ ） 。

９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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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 ８ 两组干预前 、 后社会衰弱得分情况 ［
Ｍ

（
ＩＱＲ） ］

￣

ｍ＼干预前 （分 ）干预 １２ 周后 （分 ）Ｚｐ

试验组Ｕ 

＝

３ ９ ）２ ．００
（

１ ．００
，
３ ．００

）２ ．００
（

１ ．００
，
２ ．００

）
－

１ ． ８５７ ０ ．０６３

对照组 （ 《

＝

３９ ）２ ．００
（
２ ．００

，
２ ．００

）２ ．００
（
２ ．００

，
２ ．００

）
＊

１ － ３００ ０ ． １ ９４

Ｚ－０ ． ３６６－

０ ． ７９６

ｐ ０ ．７ １ ５ ０ ．４２６

３ ．３ ．２ 肌肉状态比较

两组干预前 、 后握力情况见表 ３ ．９ 。 组间 比较 ： 两组干预前和干预后姐间 比较均无

统计学差异 （Ｐ ＞０ ．０５ ） 。 组 内 比较 ： 两组干预后较干预前均无统计学差异 （Ｐ ＞〇 ．〇５ ） 。

表 ３ ． ９ 两组干预前 、 后握力情况 （ ￡± ｓ ）

组别干预前 （ｋｇ ）干预 １ ２ 周后 （ｋｇ ） ｔ ｐ

试验组 （ 《

＝

３ ９ ） １ ７ ．７２ 士 ５ ． ５ ７ １ ８ ． ５ ７ 士５ ．９９
－

１ －７５ １ ０ ．０ ８ ８

对照组 （ 《 

＝
３ ９ ） １ ９ ．２７ ± ５ ．７６ １ ８ ．７６ ± ７ ．２３ ０ ． ９ １ ８ ０ ．３ ６４

ｔ－

１ ．２ １ ０－０ ． １ ２５

ｐ ０ ． ２３ ０ ０ ．９０ １

两组干预前、 后单腿站立时间情况见表 ３ ． １ ０ 。 组间 比较 ： 两组干预前和干预后组间

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 （Ｐ ＞ ０ ．０５ ） 。 组内 比较 ： 试验组干预后单腿站立时间较干预前增加 ，

且有统计学差异 （户 ＜ ０ ．０５ ） ； 对照组干预后较千预前无统计学差异 （Ｐ ＞０ ．０５ ） 。

表 ３ ． １ ０ 两组干预前 、 后单腿站立时间情况

组别干预前 （ ｓ ）干预 １ ２ 周后 （ ｓ ）Ｚｐ

试验组 （ 《 

＝

３ ９ ）２ ．００
（
０ ． ００

，
６ ．００

）５ ． ００
（
２ ．００

，１ ０ ．００
）

＊４ ． ５２８ ０ ．０００

对照组 （ 《 

＝

３ ９ ）５ ． ００
（
０ ． ００

，
７ ． ００

）６ ． ００
（
０ ．００

，
８ ．００

）
－０ ．５ １ ０ 〇 ＿６ １ ０

Ｚ－

１ ．６３ ８－

０ ． ３４７

ｐ ０ ． １ ０ １ ０ ．７２９

３ ．３ ．３ 心理状态比较

两组干预前 、后焦虑得分见表 ３ ． １ １ 。组间 比较 ： 两组干预前无统计学差异 （Ｐ ＞ ０ ．０５ ） ，

干预后有统计学差异 （户 ＜ 〇 ．〇５ ） 。 组内 比较 ： 试验组干预后焦虑得分较干预前下降 ， 且

有统计学差异 （户 ＜ 〇 ．〇５ ）
； 对照组干预后较干预前无统计学差异 （Ｐ ＞ ０ ．０５ ） 。

表 ３ ． １ １ 两组干预前 、 后焦虑得分情况 （ ｆ士 ｓ ） 或 ［
Ｍ

（
ＩＱＲ） ］

１１别干预前 （分 ）干预 １ ２ 周后 （分 ） ｔ ｉｌｐ

试验组 （ 《 

＝

３ ９ ）９ ．００
（
７ ．００

，
１ ０ ． ００

）７ ．００
（
６ ．００

，
８ ．００

）
－４ － ７３ ０ 〇 ■ 〇〇〇

对照组 （ 《

＝

３ ９ ）９ ． ３ ６ ± ３ ． ３３ ９ ．０５±３ ．０８ １ －２７５ ０ ．２ １ ０

Ｚ－０ ．８６２－２ ．６５６

ｐ ０ ． ３ ８ ８ ０ ．００ ８

￣

两组干预前 、后抑郁得分见表 ３ ． １ ２ 。组间 比较 ： 两组干预前无统计学差异ＣＰ ＞ ０ ．０５ ） ，

干预后有统计学差异 （户 ＜ ０ ．０５ ） 。 组内 比较 ： 两组干预后抑郁得分较干预前均下降 ， 且

均有统计学差异 （Ｐ ＜ ０ ． ０５ ） 。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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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 １ ２ 两组干预前 、 后抑郁得分情况 （ Ｊｆ± ｓ ） 或
［
Ｍ

（
ＩＱＲ）］

１别干预前 （分 ）干预 １ ２ 周后 （分 ） ｔ ＩＺｐ

试验组 （ 《 

＝

３ ９ ） １ ２ ．００
（

１ ０ ．００
，１ ３ ． ００

）９ ． ００
（
７ ． ００

， １ ０ ．００
） 

＊－４ ．７ ３００ ． ０００

对照组 （ 《 

＝

３ ９ ） １ １ ． ６２ ± ２ ． ８７ １ ０ ．７２ ± ３ ＿ ７０

＊Ａ

 ２ ． ８６３ ０ ．００７

Ｚ－０ ． １ ０ １－２ ． ６７７

ｐ ０ ． ９２０ ０ ． ００７

３ ．３ ．４ 生活质量 ：比较

两组干预前 、 后 ＳＦ－

３ ６ 量表总分情况见表 ３ ． １ ３ 。 组间 比较 ： 两组干预前组间 比较无

统计学差异 （尸 ＞ ０ ． ０５ ） ， 干预后组间 比较有统计学差异 （Ｐ ＜ ０ ． ０５ ） 。 组 内 比较 ： 两组干

预后 ＳＦ －３６ 量表总分较干预前均升高 ， 且均有统计学差异 （Ｐ ＜ ０ ．０５ ） 。

表 ３ ． １ ３ 两组干预前 、 后 ＳＦ－

３ ６ 量表总分情况 （ 无 ± ｓ ）

￣

ｍｉ干预前 （分 ）干预 １ ２ 周后 （ 分 ） ］ Ｐ

试验组 （ 《 

＝

３９ ）５０ ． １ ９ ± １ ３ ． １ ９５７ ．０３ ± １ ０ ． ７６
－

７ ． ３４７ ０ ．０００

对照组 （ 《

＝

３ ９ ）４３ ． ８ １± １ ５ ． ３ ８４９ ．２０ ±１ ４ ． ６８
－７ ． ８ ５７ ０ ．０００

ｔ １ ．９６ ８ ２ ． ６８ ７

ｐ ０ ．０５ ３ ０ ． ００９

两组干预前、 后生理综合分和心理综合分见表 ３ ． １ ４ 和表 ３ ． １ ５ 。 （ １ ） 生理综合分 。 组

间 比较 ： 两组干预前和干预后组间 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 （Ｐ ＞ ０ ．０５ ） 。 组内 比较 ： 两组干

预后生理综合分较干预前均升高 ， 且均有统计学差异 （户 ＜ ０ ．０５ ） 。 （ ２ ） 心理综合分 。 组

间 比较 ： 两组干预前和干预后组间 比较均有统计学差异 （户 ＜ ０ ．０５ ） 。 组内 比较 ： 两组干

预后心理综合分较干预前均升高 ， 且均有统计学差异 （尸 ＜ ０ ． ０５ ） 。 经主体间效应检验显

示 ， 组别主效应 （户 ＝

０ ．０００ １ ６４ ＜ ０ ．０５ ） 、 干预前心理综合分主效应 （户 ＝ ０ ． ００００００ ＜ ０ ． ０５ ） ，

组别和干预前心理综合分交互作用 （Ｐ 

＝
０ ． ００ １＜ ０ ． ０５ ） 均无统计学意义 。

表 ３ ． １４ 两组干预前 、 后 ＳＦ－３ ６ 生理综合分得分情况 （ ｆ± ｓ ）

ｍ＼干ｉ前 （分 ）干预 １ ２ 周后 （ 分 ） ］ ｐ

试验组 （ 《

＝

３ ９ ）４２ ． ５ ９ ± １ ７ ． ３９ ４ ８ ． ００ ±１ ５ ．４６
＊－

５ ．２５５ ０ ．０００

对照组 （ ｈ

＝

３９ ）３ ７ ．４６ ± １ ７ ． ３２ ４ １ ． ０ ８ ±１ ６ ．４７

＊－４ ．４５ １ ０ ＿ ０００

ｔ １ ． ３ １ ４ １ ．９２ ８

ｐ ０ ． １ ９３ ０ ． ０５７

表 ３ ． １ ５ 两组干预前 、 后 ＳＦ－

３６ 心理综合分得分情况 （ 无 士ｓ ）

组别干预前 （分 ）干预 １ ２ 周后 （分 ） ｔｐ

试验组 （ 》
＝

３ ９ ）５ ７ ．２６ ± １ １ ．９２ ６５ ． ５ ０ 土 ７ ．９４
－８ 〇〇４ 〇 ？〇〇〇

对照组 （ 《

＝
３９ ）５０ ． １ ６ ± １ ５ ． ５５ ５ ７ ． ３ ３ ±１ ４ ．４４

－

７ ． ６ １ ３ ０ ． ０００

ｔ ２ ．２ ６６ ３ ．０９３

ｐ ０ ．０２７ ０ ．００３

３ ．３ ．５ 中医症状积分比较

两组干预前 、 后中医症状积分总分见表 ３ ． １ ６ 。 组间 比较 ： 两组干预前和干预后组间

９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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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 （Ｐ ＞ ０ ． ０５ ） 。 组内 比较 ： 两组干预后中医症状积分总分较干预前均

降低 ， 且均有统计学差异 （Ｐ ＜ ０ ． ０５ ） 。

表 ３ ． １ ６ 两组干预前 、 后中医症状积分总分变化情况 ［
Ｍ

（
ＩＱＲ） ］

组别干预前 （分 ）干预 １ ２ 周后 （分 ）Ｚ ｐ

试验组 （ ｎ

＝

 ３９ ）５ ．００
（
２ ． ００

，
９ ．００

）４ ．００
（
２ ．００

，
７ ．００

）

＊－４ ．０８０〇 ？〇〇〇

对照组 （ ｎ 

＝

３ ９ ）７ ． ００
（
３ ．００

，
１ １ ．００

）６ ．００
（
３ ．００

，
９ ．００

）

＊－２ －９７ １０ ．００３

Ｚ－０ ．６８２－

１ ．３ ５ １

ｐ ０ ．４９５ ０ ． １ ７７

两组干预前 、 后中医单项症状积分见表 ３ ． １ ７ 。 组间 比较 ： 两组干预前各中医单项症

状积分均无统计学差异 （户 ＞ ０ ．０５ ） ； 两组干预后仅有 Ｉ 项中医单项症状积分 （精神倦怠 ）

有统计学差异 （Ｐ ＜ ０ ．０５ ） ， 即两组仅在改善精神倦怠方面有统计学差异 （ Ｐ ＜ ０ ．０５ ） ， 在

改善其余中医单项症状方面均无统计学差异 （Ｐ ＞ ０ ．０５ ） 。 组 内 比较 ： 干预后 ， 试验组腰

膝酸软或疼痛 、 身体乏力 、 食欲不振、 肢体麻木或疼痛、 精神倦怠 Ｓ 个中医单项症状积

分较千预前降低 ， 且均有统计学差异 （Ｐ ＜０ ．０５ ） 。 对照组腰膝酸软或疼痛、 身体乏力 ２

个中医单项症状积分较干预前降低 ， 且均有统计学差异 （ ／
＞
＜ 〇 ．〇５ ） 。

表 ３ ． １ ７ 两组干预前 、 后中医单项症状积分变化情况 （ ｊｆ ± ｓ ） 或 ［
Ｍ

（
ＩＱＲ） ］

ｍ＼干预前 （分 ）干预 １ ２ 周后 （分 ）

腰膝酸软 ／疼痛试验组 （ 《

＝

３ ９ ） ２ ．００
（
２ ．００

，
２ ．００

） １ ．００
（
１ ．００

，

２ ． ００
）

＊

对照组 （ 《 

＝

３ ９ ） ２ ． ００
（
１ ． ５０

，

２ ． ００
） ２ ． ００

（
１ ．００

，
２ ． ００

）

＊

身体乏力试验组 （ ｋ 

＝

３９ ） ２ ．００
（

１ ．００
，
２ ．００

） １ ．００
（
１ ．００

，１ ．００
）

＊

对照组 （ ｎ 

＝

３ ９ ） ２ ．００
（
１ ．００

，
２ ．００

） １ ．００
（
１ ．００

，
２ ．００

）

＊

食欲不振试验组 （ 《 

＝

３９ ） ２ ．００
（

１ ．００
，

２ ．００
） １ ．００

（
１ ．００

，
１ ． ５ ０

）

＊

对照组 （ 《 

＝

３９ ） １ ． ５０
（
１ ．００

，
２ ．００

） １ ．００
（
１ ．００

，
２ ．００

）

肢体麻木／疼痛试验组 （ 《 

＝

３ ９ ） ２ ．００
（
２ ．００

，
３ ．００

） ２ ．００
（
１ ．００

，

２ ．００
）

＊

对照组 （ 《 

＝
３ ９ ） ２ ．００

（
１ ．００

，
２ ．００

） ２ ．００
（

１ ．００
，
２ ．００

）

精神倦怠试验组 （ ｎ 

＝

３ ９ ） １ ． ００
（
１ ．００

，１ ． ００
） ０ ．５０

（
０ ．００

，
１ ．００

）

＊

对照组 （ 《 

＝

３ ９ ） ２ ．００
（
１ ．００

，
２ ．００

） １ ．００
（
１ ．００

，

２ ．００
）

Ａ

体瘦试验组 （ 《 

＝
３ ９ ） １ ．００

（
１ ．００

，１ ．００
） １ ．００

（
１ ．００

，１ ． ００
）

对照组 （ ｎ

＝

３９ ） １ ．００
（

１ ． ００
，
２ ．００

） １ ．００
（

１ ．００
，
２ ．００

）

耳鸣 ／耳聋试验组 （ ｎ

＝

３９ ） １ ． ００
（
１ ．００

，

２ ．００
） １ ．００

（
１ ．００

，

２ ．００
）

对照组 （ 《 

＝

３ ９ ） ２ ．２０ ± ０ ． ８４ ２ ．２０ ± ０ ． ８４

情志抑郁试验组 （ 《 

＝

３ ９ ） ２ ．００
（
２ ．００

，
２ ．００

） １ ．００
（
１ ．００

，
１ ． ００

）

对照组 （ 《

＝

３ ９ ） ２ ． ００
（

１ ．５０
，
２ ．００

） １ ．２０ ± ０ ． ８４

口干 口渴试验组 （ 《

＝

３ ９ ） １ ． ００
（
１ ．００

，
１ ．００

） １ ． ００
（
１ ．００

，１ ．００
）

对照组 （ ｎ

＝

３ ９ ） １ ．００
（
１ ．００

，
１ ． ５ ０

） １ ．００
（

１ ．００
，

１ ． ５０
）

头晕／头痛试验组 （ 《 

＝

３ ９ ） １ ．００
（

１ ． ００
，１ ．５０

） １ ． ００
（
１ ．００

，１ ． ５０
）

对照组 （ 《 

＝

３ ９ ） １ ．００
（
１ ． ００

，
１ ．００

） １ ．００
（

１ ．００
，

１ ．００
）

注 ：

＊

表示组内 比较 尸 ＜ ０ ．０５
；

Ａ

表示组间 比较 尸 ＜ ０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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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３ ．６ 可行性分析

（ １ ） 依从性 ： 本研宄最终纳入的 ３９ 例试验组受试者的运动依从性均 ＞ ７５％ ， 即依

从性均 良好 。

（ ２ ） 运动相关益处 ： 受试者参加八段锦锻炼后的获益主要体现在生理 、 心理和社会

三个类别方面 。

主要类别 １ 对生理健康的益处

９ 名受试者反馈其参加八段锦锻炼后肢体灵活性提高 。

“

锻炼前肩 膀硬邦邦的 ，
胳膊够不着后脑 勺

，
头 巾 也 系 不上 。 锻炼一阵时 间 后 ，

胳

膊能够着后脑 勺 了
，

一下子就 系上 了 。

”

（受试者 １ ０ ）

３ 名受试者反馈其参加八段锦锻炼后食欲变好 。

“

锻炼后
， 每天能 多吃半个馒头 了 。

”

（受试者 ３ ０ ）

３ 名受试者反馈其参加八段锦锻炼后无明显获益 。

“

不 想动 了 ， 练 了 也没啥 用 。

”

（受试者 ３ ）

主要类别 ２ 对心理健康的益处

１ ２ 名受试者反馈参加八段锦锻炼后心理感觉更加愉悦 ， 精神更加振奋 。

“

每次锻炼心里都很高兴 。

”

（受试者 ３０ ）

主要类别 ３ 对社交的益处

５ 名受试者反馈
一

起锻炼为老人交流提供了话题 ， 提升 了聊天的趣味性 。

“

你们看 ，
三哥做起来有模有样…… 大伙一块锻炼 ，

一起比划 比划 ，
挺 乐呵 。

”

（受

试者 ８ ）

３ 名受试者反馈和教练的交流过程中 ， 増加 了 自 己与外界的机会 ， 提升了 自 己的社

会参与度 。

“

你们要是不教我们锻炼 ， 我们还挺寡得慌 （

“

寡
”

， 当地方言
，
大意为

“

孤单
”

） 。

”

（受试者 ２ ５ ）

３ ．３ ．７ 安全性分析

安全性方面 ， 试验组有 ２５ 例 （ ６４ ． １％ ） 受试者于参加八段锦运动后 自述出现肌肉酸

疼 ， １ ７ 例 （ ４ １ ．０％ ） 关节疼痛 ， １ ２ 例 （ ３ ０ ． ８％ ） 乏力 ， ３ 例 （ ７ ， ７％ ） 眩晕 ， ２ 例 （ ５ ． １％ ）

心慌 ， １ 例 （ ２ ． ６％ ） 气短 ， 但其症状均较轻微 ， 多于纠正练习方法或休息后缓解 ， 未发

生与八段锦运动相关的严重不 良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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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讨论

首先有必要谈及运动干预周期的 问题 。 目 前关于运动干预周期尚无统
一

规定或共识 。

其中 ，

一

些研究者认为短期运动干预指的是干预周期 Ｓ ６ 周 的运动干预 ， 中期指周期为

７
？ ２３ 周 ， 长期指周期 ２ ２４ 周 ［

１ ９＾２ （ ） １
］

。 也有
一

些研宄者认为短期运动干预的干预周期 ￡

１ ２ 周 ， 中长期 ２ １ ２ 周 。 至于不同运动干预周期的效应问题 ， 不同研究给出 了不同结论 。

国外学者 ＲｕｔｈＥ Ａｓｈｔｏｎ 等人 通过对 １ ７３ 篇阻力运动训练对心脏代谢健康结局影响的

随机对照试验进行系统评价 ， 结果表明相对于短期和长期运动干预 ， 中期运动干预 （周

期为 ７ ￣ ２３ 周 ） 更有利于改善老年人群的血管 内皮功能 ， 降低心脏代谢疾病的风险 。 并

认为这可能与中期阻力运动不仅对参与运动的骨骼肌血管收缩功能有刺激作用 ， 对血流

介导的血管 内皮舒张功能也有有效的诱导作用 。 而血管内皮功能不仅与心血管疾病有关 ，

也与衰老等过程有关 ， 因此中期阻力运动干预不仅有助于降低心脏代谢疾病风险 ， 也有

助于延缓衰老 。 Ｆａｒｈａｈ 等人 ［
２０〇１通过对 １ ０ 篇运动锻炼对膝关节影响的随机对照试验进行

系统评价 ， 结果表明相对于长期运动干预而言 ， 中短期运动干预 （周期为 ２ ？ １ ０ 周 ） 对

改善膝关节问题有显著影响 。 本研宄八段锦运动干预周期为 １ ２ 周 ， 与大部分文献观点

相符 。 而关于运动后即刻效应的研究 ， Ｓｔｅｖｅｎ 等人 ［
２Ｑ２

］研宄发现单次小腿三头肌的最大

等长收缩和静态拉伸运动 （运动持续时间 ＞ ５ｍｉｎ ） 可使跟腱硬度立即降低 ， 从而有利于

改善肌肉肌腱单位的机械功能 ， 降低肌腱劳损的风险 。 Ｋｎｕｄｓｅｎ 等人 ［
２ （ ）３

１研究发现单次中

等强度有氧运动可立即改善糖耐量正常受试者的餐后血糖水平 。 总之 ， 不 同干预周期的

运动锻炼可能对人体具有不同益处 。 本研究关注的是 １ ２ 周 的八段锦运动干预对农村衰

弱老年人的影响 。

４ ． １ 八段锦干预效果讨论

为更清晰地认识八段锦运动对坝上地区农村衰弱老年人的干预作用 ， 本课题采用非

随机对照试验设计 ， 对 ８０ 例受试者 （试验组 ４０ 例 ， 对照组 ４０ 例 ） 开展了１ ２ 周 的八段

锦运动干预研究 。

４ ． １ ． １ 衰弱状态比较

本研宄结果显示八段锦运动可以显著改善农村衰弱老年人的整体衰弱状态 ， 与既往

研究结果基本
一

致 ［
２０４

，
２ （３５

］

。 不同维度衰弱情况分别讨论如下 。 （ １ ） 生理衰弱方面 ： 本研

究结果显示两组间干预前和干预后生理衰弱得分无统计学差异 （尸 ＜ ０ ．０５ ） ， 两组干预后

的生理衰弱得分较干预前均下降 （Ｐ ＜ ０ ．０５ ） ， 说明八段锦对改善农村衰弱老年人的生理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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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弱状态无明显作用 ， 与于彤等 ［

２ Ｑ４
］研宂结果相符 。

一

方面 ， 本研宄 中两组受试者的生理

衰弱得分较干预前均下降 ， 可能与本研究开始八段锦干预的时间与 当地农忙时节重合有

关 。 当地农村老人在农忙时节普遍存在过度劳累现象 ， 其生理衰弱程度受到体力活动水

平等因素的影响 ， 故生理衰弱状态普遍较差 ； 而结束八段锦干预时 己结束秋收 ， 进入冬

季 ， 当地冬季严寒 ， 老人们很少外 出劳作 ， 其体力活动水平明 显降低 ， 生理衰弱状态普

遍有所改善 。 提示未来研究者需考虑到地域 、 时节等对衰弱状态的影响 。 另
一

方面 ， 本

研究结果发现相较于常规健康教育而言 ， 八段锦在改善生理衰弱状态方面并无 明 显作用 ，

这可能是 由 于本研宄所纳入的老年衰弱人群年龄较高 ， 生理衰弱程度较重 ， 运动耐力较

差 ， 因此很难通过 １ ２ 周 的八段锦运动干预使其生理衰弱状态得到减轻或缓解 ， 未来可

适当增长运动干预周期或实施综合干预方案 以观察能否改善其生理衰弱状态 。 （ ２ ） 心理

衰弱方面 ： 本研究结果显示八段锦对改善心理衰弱状态具有有益作用 ， 与于彤等 ［
２ （）４

］研

究结果相符 。 这主要与 以下两个原 因有关 ：

一

与八段锦 自 身特点有关 。 八段锦在练习过

程中讲宄
“

动静结合 ， 形神兼备
”

， 动 以养形 ， 静 以养神 ， 有助于调节身心状态 ， 使身

心处于
一

种 自 然 、 放松 、 安静 、 舒适的状态 ， 从而有助于减轻心理衰弱状态 。 二是本研

究结束干预时 ， 当地农村老年人 已结束秋收 ， 由基线时相对忙碌和焦虑的状态转变到
一

种相对轻松和安闲 的状态 。 （ ３ ） 社会衰弱方面 ： 本研究结果显示试验组受试者干预后社

会衰弱得分较干预前下降 ， 但无统计学差异 （ Ｐ ｃ Ｏ ． Ｏ〗 ）
； 对照组受试者干预后社会衰弱

得分较干预前基本无变化 。 这说明八段锦运动对农村衰弱老年人社会联系方面有
一

定促

进趋势 ， 有助于增强其社会支持 ， 但其作用 是十分有限的 ， 因为单
一

的八段锦运动干预

很难改变老年人独居等状态 ， 无法给予其充足的陪伴和社会支持 。 因此倡导社会各界给

予农村老年人更多的关爱 ， 给予其更多维度和更加深层的社会支持 。

４ ． １ ．２ 肌肉状态比较

本研究结果显示八段锦运动对农村衰弱老年人的握力无明显改善作用 ， 与现有研宄

结果不尽相 同 ［
２％ ２ （ ） ７

］

， 其原 因可能与本研究样本量较小 、 干预周 期较短 、 锻炼模式较单

一

、 受试者衰弱程度较重有关 。 （ １ ） 样本量较小 ： 本研宄样本量仅 ７ ８ 例 ， 尚不能证实八

段锦对衰弱老年人握力 的效果 ， 未来可进行更大样本的研究 。 （ ２ ） 干预周 期较短 ： 本研

究 １ ２ 周 的八段锦干预周 期较短 ，

一

些研宄发现更长周期 （ 如 ６ 个月 ） 的八段锦运动有

助于改善老年人的握力 ［
２ （ ） ７

］

。 （ ３ ） 锻炼模式较单
一

： 由于本研宄 中农村衰弱老年人的年龄

较高 ， 活动耐力有限 ， 对动作的完成度较低 ； 同时老年人对动作的记忆能力较差 ， 存在

忘记动作 、 缩短运动时 间等情况 ， 因此其锻炼效果有限 。 而王雅男等 ［
２ （） ６

］研究结果显示基

９ ７





现上地区农村老年人衰弱 中 医证候要素 及八段锦干预研究


于 自 我调节理论的八段锦运动锻炼 ， 有助于增强老年人 自 我控制 、 自 我观察 、 自我判断

和 自 我控制等能力 ， 有效改善其握力 。 （ ４ ） 衰弱程度较重 ： 本研究受试者的生理年龄都

较高 ， 生理健康状态较差 ， 减轻或延缓其衰弱状态 （尤其是生理衰弱状态 ） 的难度较大 。

提示研究者应考虑老年衰弱人群的学习 能力 ， 适当延长教学时间或干预周期 ， 建立更加

合理的指导与监督机制等方法 ， 帮助老年人更好地完成八段锦运动 ， 从而更好地改善其

衰弱状态 。

本研究结果显示八段锦组和对照组在干预前和干预后组间 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 ， 八

段锦组干预后单腿站立时间较干预前增加且有统计学差异 ， 说明八段锦组受试者的单腿

站立时间有增长趋势 ， 与既往研宄结果相符 ， 但其效果还需进
一

步验证 。 既往研宄表明

八段锦运动有助于增加单腿站立时间 ， 改善下肢平衡性 ， 并认为其主要与八段锦 自 身动

作特点有关 ［
１ ８ ５

，
２ （ ） ８

，
２ （ ）９

］

。 （ １ ） 八段锦运动 中有许多屈膝下蹲动作 ， 如本研宄 中所选取的第

三式
“

调理脾 胃须单举
”

、 第 四式
“

五劳七伤往后瞧
”

和第七式
“

攒拳怒 目 增气力
”

，

这些动作要求双脚分幵 ， 与地平齐 ， 与肩 同宽 ， 因此可 以在练习过程中不断提升受试者

的下肢平衡性和姿势稳定性 。 （ ２ ） 八段锦运动讲究眼神 的运用 ， 如第 四式
“

五劳七伤往

后瞧
”

要求受试者 向左后或右后凝视 ， 第七式
“

攒拳怒 目 增气力
”

要求受试者怒 目 圆睁 ，

这些动作不仅视觉系统的参与 ， 也需要前庭系统等的参与 ， 有助于增强躯体平衡控制所

需感官的信息整合能力 ， 改善受试者的躯体平衡性 ［
） ８ ５

］

。 本研宄结果发现八段锦在增加

农村衰弱老年人单腿站立时 间方面效果不 明显 ， 其主要原因与上文握力讨论部分相似 ，

故不再赘述 。

４ ． １ ．３ 心理状态比较

本研宄结果显示八段锦运动可 以有效缓解农村衰弱老年人的焦虑和抑郁状态 ， 陈威

等 ［
２ １ （ ）

］研宄 了八段锦运动对城市社区老年人的影响 ， 得 出 了相似的结论 。 这可能与八段

锦功法具有身心 同调的作用有关 ， 故有助于改善其心理状态 。 同时 ， 本研究在运动干预

过程中 发现 ， 老年人在参加集体锻炼时 ， 其动作姿势和身体感受可作为交流的载体 ， 成

为老年人之间聊天的基本话题与关注点 ， 大大促进了老年人的交流与表达 。 此外 ，

“

锻

炼身体
” “

参与研宄
”

也为其
“

走 出家 门
” “

融入社会
”

提供 了
“

正当理 由
”

， 帮助老

年人提高
“

成就感
”

与
“

获得感
”

， 有助于缓解其焦虑和抑郁状态 。

４ ． １ ．４ 生活质童比较

本部分将从整体生活质量 、 生理健康方面和心理健康三个方面展开讨论 。 （ １ ）ＳＦ －

３ ６

量表总分 ： 本研究结果显示八段锦有助于增加农村衰弱老年人的 ＳＦ －

３ ６ 量表总分 ， 改善

９ ８





现上地区农村老年人衰弱 中医证候要素及八段锦干预研宄


其整体生活质量 ， 与 以往研究结果相似 ［
２ １ １

］

， 这可能主要与八段锦功法的运动特点有关 。

八段锦功法具有
“

柔和缓慢 ， 圆活连贯 ， 松紧结合 ， 动静相兼 ， 神形合
一

， 气寓其中
”

的特点 ， 练习过程中强调呼吸吐纳 ， 静心凝神 ， 四肢的协调配合 ， 生理上有助于疏通人

体经络 ， 保证人体气血通畅 ；
心理上有利于调节改善不 良心理状态 ， 从而达到改善身心

状况 、 提高生活质量的 目 的 ［
２ １ ２

１

。 （ ２ ） 生理综合分 ： 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干预前和干预后

组间 比较无统计学差异 ， 两组干预后生理综合分较干预前均增加 ， 因此尚不能说明八段

锦对改善农村衰弱老年人生理健康状况有明显效果 。 （ ３ ） 心理综合分 ： 本研宄结果显示

两组干预前和干预后组间 比较均有统计学差异 ， 两组千预后心理综合分较干预前均增加 ，

因此尚无法说明八段锦对农村衰弱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是否有改善效果 。 需说明 的是 ，

因两组干预前心理综合分基线不均衡 ， 故采用协方差分析 。 经主体间效应检验显示 ， 组

别主效应、 干预前心理综合分主效应、 组别和干预前心理综合分交互作用均无统计学意

义 ， 即干预前后心理综合分不满足协方差分析条件 ， 故此处不再做深入讨论 。 综上 ， 本

研究结果表明八段锦对改善农村衰弱老年人的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状况无明显作用 ， 但

对改善其整体生活质量有显著效果 。 这主要与本研宄样本量较小 、 干预周期较短等有关 ，

容易受到基线均衡性等的影响 ， 未来可进行更大样本、 更长周期和更严谨的研究 ， 更好

地探究八段锦对衰弱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 。

４ ． １ ．５ 中医症状积分比较

本研究结果显示八段锦运动有助于改善农村衰弱老年人的精神倦怠症状 ， 而对于中

医症状积分总分和其他中 医单项症状积分无明显作用 。 以下将就精神倦怠这
一

个症状展

开讨论 。 精神倦怠主要与
“

虚
”

有关 ， 包括人体气血阴 阳之不足和五脏六腑之虚损 。 本

研宄中农村衰弱老年人由于年老 、 过度劳作 、 饮食不节等原因 ， 容易造成气血不足证以

及肾肝脾等脏腑虚弱证 ， 引起骨软无力 、 四肢疲乏、 不耐疲劳 、 精神倦怠等症状 。 而八

段锦第三式
“

调理脾 胃须单举
”

、 第四式
“

五劳七伤往后瞧
”

和第七式
“

攒拳怒 目 増气

力
”

分别具有调理脾 胃 、 宁心益肾 、 疏肝理气 、 补益气血等作用 ， 有助于增强肾肝脾三

脏之功能 ， 改善精神倦怠等症状 。

４ ． １ ．６ 可行性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受试者对八段锦运动干预的依从性 良好 。大部分老年人反馈经过 １ ２

周八段锦锻炼后 ， 其肢体灵活性得到提髙 ， 情绪更加愉悦 ， 社会参与度増加 。 然而也有

少部分老人在锻炼
一

段时间后出现消极情绪 ， 认为
“

没有什么用
”

， 锻炼积极性下降 。

现就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案例讨论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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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上地区农村老年人衰弱中 医证候要素及八段锦干预研究


受试者 １ ０ ， 王某某 ， 女 ， ７６ 岁 ， 患有高血压和高脂血症 ， 腰腿疼痛 ， 肢体活动受

限 。 其锻炼积极性很高 ， 自诉锻炼前
“

肩膀硬邦邦的 ， 胳膊够不着后脑勺 ， 头 巾也系不

上 。

”

。 锻炼后 ， 其双手可以轻松伸至脑后 ， 完成扎紧头 巾动作 。

受试者 １ ６ ， 李某某 ， 女 ， ８０ 岁 ， 平素患有高血压 ， 白 内障术后 ８ 年 ， 腰腿疼痛。 锻

炼前 ， 其踝关节活动受限 ， 无法完成准备活动中的踝关节环绕动作和脚后跟上提动作 。

锻炼后 ， 其踝关节灵活度提升 ， 能够完成旋转动作 ， 自诉
“

脚板子灵多 了 ， 以前
一

点儿

也绕不来
”

。

受试者 ３０ ， 李某某 ， 女 ， ７２ 岁 ， 脑肿瘤术后十年 ， 患有高血压 ， 冠心病 ， 腿疼 。 其

平时具有运动习惯 ， 自诉
“

脑肿瘤手术以后 ， 半年下不了炕 ， 觉得 自 己快不行了
”

， 医

生嘱咐其必须坚持锻炼以促进康复 ，

“

不然手术就 白做了
”

， 因此其每 日散步约 １ 小时 ，

自我感觉从中受益 。 其在参加八段锦锻炼后 ， 自诉
“

每天能多吃半个馒头了
”

，

“

睡觉

也好了
”

， 在锻炼过程中
“

心里很高兴
”

。

受试者 １ ０ 、 １ ６ 和 ３０ 参加八段锦锻炼后的获益程度较大 ， 且在八段锦锻炼过程中具

有很高的配合度 ， 能够以身说法 ， 介绍运动锻炼的重要性和效果 ， 极大地鼓舞了老年人

群体 ， 带动 了 团体的运动积极性 。 提示医护工作者在运动推广过程中可以适当挖掘
“

种

子选手
”

， 以帮助老人建立信心 ， 提升积极性 。 受试者 １ 与受试者 ２ 此前无运动习惯 ，

八段锦培训初期 ， 其 自述
“

记不住动作
”

， 但经过培训后 ， 其均能独立完成运动 ， 并 自

我感觉到
一

定成就感 ， 自诉锻炼可以
“

活血 ， 跟喝药
一

样
”

。 提示医护人员应当对老人

进行充分培训和耐心讲解 ， 帮助老人建立 自信 ， 提升老人运动积极性 。 提示医护工作者

在推广八段锦运动过程中 ， 适当强调其长期效应 ， 鼓励受试者坚持运动 。 受试者 ３ 长期

有运动习惯 ， 尽管练习八段锦在短期内并未明显改善其生理症状 ， 但其认为锻炼能减缓

衰老速度 ， 提高生活质量 ， 长期坚持
一

定会有益处 ， 因此锻炼过程中
“

心里很高兴
”

，

积极性很高 。 提示医护工作者在推广八段锦运动过程中 ， 适当强调其长期效应 ， 鼓励受

试者坚持运动 。

此外 ， 少部分受试者参加八段锦锻炼后的获益程度
一

般 ， 甚至在锻炼
一

段时间后 出

现消极情绪 。

受试者 ３ ， 李某某 ， 男 ， ７７ 岁 ， 患有冠心病 ， 气短 ， 腹部僵硬 ， 腹胀 。 其运动初期

积极性较高 ， 自述
“

有点感觉 ， 是好的感觉
”

，

“

腹部好像软了 点儿
”

。 但参与八段锦

运动 ６ 周后 ， 其由于外出探亲中断练习 ， 加之当地气温下降 、 身体不适等多种因素导致

情绪消极 ， 自述
“

手冷 ， 不想动了
”

，

“

练了也没啥变化
”

。 受试者 ３ 锻炼初期可能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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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上地区农村老年人衰弱中医证候要素及 ｙｙ段锦干预研究


有较高心理预期 ， 希望锻炼能显著改善其症状 ， 因此当短期锻炼效果不及其预期时 ， 会

产生
“

锻炼无用
”

的情绪 。

受试者 １ ４ ， 刘某某 ， ６４ 岁 ， 独居老人 ， 患有高血压、 冠心病 、 糖尿病和脉管炎等多

种疾病 ， 同时右手肌肉萎缩 ， 伴有手麻 、 脚麻和腿凉等症状 ， 心态较消极 。 其锻炼初期

即 出现消极情绪 ， 觉得
“

身体就这样了 ， 再锻炼也没用
” “

太懒了 ， 不愿意动了
”

。 其

对康复不抱希望 ， 认为运动不可能改变其现状 。

但受试者 ３ 与受试者 １ ４ 在消极情绪中仍然能坚持锻炼 ， 可能与参加八段锦运动有

助于消遣时间和缓解内心孤独感有关 ， 运动锻炼可作为社会参与的载体帮助其融入社会 。

需指出 的是 ， 受试者中部分老年人存在
一

定的听力 、 视力和语言障碍 ， 在缺乏无障

碍设备的农村 ， 其社会参与度很低 ， 与他人交流机会较少 。 八段锦运动锻炼过程中 ， 教

练耐心地对其进行手把手指导 ， 大大提高了其社会参与度 ， 部分受试者在锻炼过程中心

情愉悦 ， 积极性较髙 。 提示医护工作者关注老年人 ， 特别是独居老人和残疾老人的心理

和社会参与需求 ， 在推广八段锦过程中 引 导老人之间或老人与教练等之间加强互助 、 互

动 ， 以满足老年人的交流需求 。

４丄７ 安全性分析

八段锦功法是
一

项安全性很高的传统运动 ， 但由于本研究所纳入的受试者均为高龄

衰弱老年人 ， 其身体素质和运动耐力较差 ， 因此在练习八段锦过程中仍比较吃力 ， 尤其

是训练初期 比较吃力 。 老年人在训练初期 尚未熟练掌握八段锦练习方法 ， 由于用力过大

或过猛、 站立时间较长等原因 ， 容易导致肌肉酸痛、 关节疼痛 、 乏力 、 头晕 、 心慌、 气

短等不适症状 。 但其症状均较轻微 ， 多于纠正练习方法或休息后缓解。 虽然受试者在练

习过程中遇到
一

些困难 ， 但其依从性仍较高 （ ７５ ．０％
￣

９８ ．３％ ） ， 意味着农村衰弱老年人

对八段锦的接受性是比较高的 。 提示老年人在练习八段锦过程中应遵循循序渐进 、 量力

而行 、 持之以恒的原则 ， 倡导
“

小劳术
”

， 切勿劳累过度 ， 加重衰弱的发生发展 。

４ ．２ 辨证施功讨论

辨证施功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 ， 以 中 医四诊合参为基础 ， 以患者证候为依据 ， 针对

性选取适宜功法 ， 切中病机 ， 实现治疗 目 的 ［
２ １ ３

］

。 其通过分析功法的动作特点 ， 所刺激的

经络腧穴以及牵拉的肌肉脏器 ， 判断可实现的补益疏泻效果 ， 从而实现缓解相应的症状

或证候 。 本研究中 ， 坝上地区农村老年人常见中医证候要素是肾虚证 、 肝虚证和脾虚证 ，

常见中医症状是腰腿疼痛等 ， 同时结合其实际劳作情况和生理心理特点 ， 选取了八段锦

第三式
“

调理脾 胃 须单举
”

、 第四式
“

五劳七伤往后瞧
”

和第七式
“

攒拳怒 目 增气力
”

１ ０ １





坝上地区农村老年人衰弱中医证候要素及八段锦干预研宄


作为干预动作 ， 具体讨论如下 。

首先 ， 坝上农村老年人普遍存在脾虚证和肝虚证 ， 常有食欲不振、 体倦乏力 、 精神

倦怠 、 体瘦等症状 ， 因此选择第三式
“

调理脾 胃须单举
”

进行干预 。 该段式动作要求练

习者
一

臂上托 ，

一

臂下按 ， 此时两肩
一

上一下 ， 身体左右上下对拉 ， 颈部和肩部肌肉得

到拉伸 ， 胸腔和腹腔内部脏器受到牵引 ， 活动中焦脾 胃 。 运动过程中 ， 双腿伸直站立 ，

两掌上托下按 ， 抻拉胸胁部 ， 可牵拉足太阴脾经、 足阳 明 胃经、 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阳胆

经 ， 具有调理脾 胃 、 疏泄肝胆 、 加强脏腑经络气血运行的作用 。

其次 ， 坝上农村老年人常存在多脏腑虚证 ， 其劳动过程中普遍存在手指弯曲 、 两臂

弯折 、 两肩 内扣 、 躬身低头的动作 ， 常见指关节变形 、 肘关节僵硬、 肩关节縫缩 、 驼背

及颈椎前倾等症状 ， 因此选择第四式
“

五劳七伤往后瞧
”

进行调节 。 该段式动作要求练

习者两肩后张 ， 两臂伸直充分外旋 ， 两手张开掌心向上 ， 头部后转 。 运动过程中 ， 两手

张开可活动指关节 ， 拉伸手部肌腱 ； 两臂伸直外旋 ， 可活动肘关节 ， 拉伸臂部肌肉 ， 并

刺激手三阴三阳经 ； 两肩后张 ， 可活动肩部关节 ， 拉伸肩颈部肌肉 ， 而劲在夹脊可使脊

柱两侧肌肉松紧交替 ； 头部后转 ， 可活动颈椎 ， 刺激督脉大椎穴 。 大椎穴即百劳穴 ， 是

手三阳 、 足三阳与督脉之会 ， 为诸阳之会 ， 通过扭动大椎穴可振奋阳气 ， 改善头颈部血

液循环 ， 缓解中枢神经系统疲劳 ， 具有防治五劳七伤的作用 。

第三 ， 坝上农村老年人广泛存在肝虚证和肾虚证 ， 具有腰膝酸软 、 手部无力 、 耳鸣

耳聋等症状 ， 因此选择第七式
“

攒拳怒 目增气力
”

进行调理 。 该段式动作要求练习者两

腿下蹲 ， 脚趾抓地 ， 马步站立 ， 两手握固 ， 怒 目 冲拳 。 两腿下蹲 ， 脚趾抓地 ， 可 以锻炼

腿部肌肉 ， 提高平衡能力 ， 并刺激足三阴三阳经 ， 强腰固肾 ； 两手握固 ， 怒 目冲拳可以

增长手部气力 ， 并疏泄肝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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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结论与展望

５ ． １ 结论

本章节以张家 口坝上农村地区的衰弱老年人为研究对象 ， 分析了八段锦运动对于农

村衰弱老年人的干预效果 ， 基本结论如下 ： 八段锦可改善农村衰弱老年人的整体衰弱状

态 （尤其是心理衰弱状态 ） ， 减轻其焦虑和抑郁状态 ， 提高其整体生活质量 ， 缓解其精神

倦怠症状 ， 但对其握力和单腿站立时间无明显影响 。 同时 ， 八段锦运动具有较好的安全

性和可接受性。

５ ．２ｍｍ

在实际研宄过程中 ， 大量农村衰弱老年人 自述八段锦锻炼后 ， 其身心状态均有所改

善 ， 提示了八段锦运动对于老年衰弱人群具有潜在益处 。 同时本研究过程中发现 ， 相较

于更加复杂的运功干预方案 （如太极拳 、 五禽戏 ） ， 八段锦更加适合年龄较高 、 受教育年

限较低 、 学习能力和记忆能力有限的农村老年人 ， 否则老年人难以学习掌握复杂套路与

动作 ， 频繁忘记会导致
一

定的心理受挫 ， 打击其运动积极性 。 但本研究也有
一

定的不足

之处 ： （ １ ） 本研究为非随机对照试验 ， 具有
一

定的局限性 ， 未来可进行更加严谨的研宄

设计 。 （ ２ ） 本研究选取的八段锦动作具有
一

定的单调性 ， 锻炼效果有限 ， 未来可对此进

行更多创新与探索 ， 例如可与其它功法交替使用等 ， 以期实现更显著的运动干预效果 。

（ ３ ） 本研宄设定的运动干预周期较短 ， 锻炼模式较简单 ， 后续研宄中应当考虑研宄对象

的学习 能力 ， 通过延长教学时间或干预周期 ， 建立更加合理的指导与监督机制等方法 ，

帮助老年人更好地完成八段锦等传统运动功法锻炼 ， 以改善其衰弱状态 。 值得注意的是 ，

本研究制定的八段锦运动方案主要适用于肢体运动正常的老年人 ， 对于运动不便的老年

人 ， 也可参考本研究结果选取适宜的坐式八段锦动作或其他功法动作进行干预 ， 以期延

缓其衰弱进程。

１ ０３



．
＇



坝上地区农村老年人衰弱 中医证候要素及八段锦干预研究


结 语

结论

本文以张家 口坝上农村地区老年人为研宄对象 ， 分析了其衰弱现状及影响因素 、 中

医症状和证候要素分布情况及八段锦干预效果 。 研究基本结论如下 ：

１ ． 坝上地区农村老年人衰弱状况不容乐观 。 本研究采用便利抽样法对张家 口市坝上

地区 ６个贫困村 之 ６０ 岁 的 １ ９５ 例老年人进行横断面研究 ， 结果显示其衰弱率高达 ８５ ． １ ３％ 。

最常见的 ５ 项衰弱指标为应对能力下降 （ ９ １ ． ７９％ ） 、 自评身体健康状况不佳 （ ８ ８ ．７２％ ） 、

频繁身体疲劳感 （ ８０ ． ５ １％ ） 、 社会关系单
一

薄弱 （ ８０ ．５ １％ ）和 自感社会支持缺乏 （ ７７ ．９５％ ） 。

并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焦虑 、 年龄、 婚姻状态和规律运动是农村老年人衰弱的主

要影响因素 ， 共解释了衰弱总变异的 ５ １ ． ０％ 。

２ ． 本研究通过横断面研究调查坝上地区农村老年人的中医症状和 中 医证候要素分

布情况 ， 结果发现农村老年人最常见的中医症状为腰膝酸软或疼痛 、 食欲不振、 头晕头

痛 、 身体乏力 、 口干 口渴 、 失眠、 精神倦怠 、 体瘦 、 耳鸣耳聋、 肢体麻木或疼痛 ， 最常

见的病位要素为肾虚证 、 肝虚证和脾虚证 ， 病性要素中虚证以阴虚证、 气虚证 、 血虚证

为主 ， 实证以血瘀证和实热证为主 。 衰弱老年人的中医症状和 中医证候要素分布情况与

此相似 。 并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肾虚证、 血虚证和阳虚证是农村老年人衰弱的主

要影响因素 ， 共解释了衰弱总变异的 ２８ ． ５％ 。

３ ． 本研宄通过非随机对照试验对 ８０ 例农村衰弱老年人实施八段锦运动干预 ， 发现

八段锦运动可以改善农村衰弱老年人的整体衰弱状态 （尤其是心理衰弱状态 ） ， 减轻其

焦虑和抑郁状态 ， 提高其整体生活质量 ， 缓解其精神倦怠症状 （Ｐ ＜ 〇 ．〇５ ） ， 但对其握力

和单腿站立时间无明显影响 （户 ＞ 〇 ．〇５ ） 。 同时八段锦对于农村衰弱老年人是
一

项安全性

和可接受性较高的运动 。

主要创新点

本文主要创新点有 以下三个方面 ：

１ ．本文研究对象为坝上地区农村老年人 ， 完善了 中 国老年人衰弱研究的地理图谱 ，

加深了对中 国北方高海拔地区农村老年人衰弱发生发展的认识 ， 为针对性制定中西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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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护理措施提供 了数据支撑 。

２ ．本研究根据坝上地区老年人的 中医证候要素分布特征与劳作特点 ， 针对性选取适

宜的八段锦段式动作 ， 分析了八段锦运动干预对农村衰弱老年人的影响 ， 为今后此类干

预研究提供了参考依据 。

３ ．本研究结果显示八段锦可以改善农村老年人的衰弱状态 ， 提升其生活质量等 ， 是

建设健康中 国 ，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战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有益探索 。

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
一

定的局限性 ， 主要表现 以下两个方面 ：

１ ．调查时间跨度较短 。 本研究调查时间集中在 ８ 月 至 ９ 月 ， 调研对象的衰弱状态可

能受到农忙或体力活动强度等因素的干扰 。 未来可以进
一

步提高调查时间的跨度 ， 在不

同季节开展调查 ， 以全面了解老年人衰弱状况随季节的动态变化 。

２ ．调查地域不够广泛 。 本研究集中在坝上地区的两县六村 ， 未来可扩大研究至坝上

十县 ， 以更全面地了解当地农村老年人衰弱状况及中医证候要素分布情况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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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附录 １ ：

－般资料调査表

姓名 ： Ｉ

手机 ： Ｉ

编号 ： Ｉ

登记时间 ：
̄

性别 ：年龄 ：士民族 ：


族

居住地□城镇 □农村身高 ：



ｍ体重 ：



ｋ
ｇ

目 前工作状态 □在职 □个体运营 □退休 □无业 □务农

退休前职业

文化程度小学 □初 中 □高 中冲专 □大专 ／本科

婚姻状态□未婚□ 已婚□离异□丧偶

社会支持□配偶 同住 □子女同住 □独居 □养老院 □雇佣护理

目 前月 收入

目 前经济来源

您的经济负担□无□轻□ 中□重

医疗付费方式
￣￣

□农村合作医疗□城市医保
￣̄

既往史 ：
是否复发 ： □是 口否

现患病

□高血压□冠心病 □糖尿病□高脂血症

□肺炎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

□心律失常 □慢性 胃炎

□消化性溃疡□泌尿系感染 □慢性肾功能不全

□骨质疏松□脑 出血 □脑梗死□失眠

□颈椎病□退行性骨关节病口类风湿关节炎

现服用药物

□降压药 ：


种□调节血脂药 ：


种□降血糖药 ：



种

□降尿酸药 ：


种□抗感染药 ：


种

□治疗骨质疏松 ／骨关节炎药 ：


种□其他 ：



药


种

是否有运动 习惯 （每周 ＞ ３ 次 ， 每次 ２３ ０ 分钟 ） ： □是 （运动类型 ：

１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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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２ ： 中文版 Ｔ ｉ ｌｂ ｕ ｒｇ 衰弱评估量表

指导语 ： 请您 阅读以下各个项 目 ， 根据您具体情况 ， 选择最适当 的答案 。 对这些问题的 回答不要做

过多 的考虑 ， 立即做出 的 回答会比考虑后再回答更切合实际 。 请在您选择处画
“
Ｖ
”

。

维度
｜

条 目 内容

１ ． 您觉得 自 己身体健康吗 ？ □是＝

〇 分 ；□否＝

１ 分

２ ．最近您 的体重是否有突然 、 明显地减轻 ？□是＝

１ 分 ； □否＝
０ 分

̄

３ ．您是否 由 于行走困难在 日 常生活 中存有 困难 ？ □是＝
１ 分 ；口否＝

０ 分

̄

４ ．您是否 由 于难 以保持身体平衡在 日 常生活存有困□是＝

１ 分 ；口否＝
０ 分

̄

生理

难 ？

５ ．您是否 由 于听力不好在 日 常生活存有困难 ？ □是＝
１ 分 ；口否＝

０ 分

̄

６ ．您是否 由 于视力不好在 日 常生活存有困难 ？ □是＝
１ 分 ；□否＝

０ 分

̄

７ ．您是否 由于手上无力在 日 常生活存有困难 ？□是＝
１ 分 ；口否＝

０ 分

̄

８ ．您是否 由 于 身体疲劳在 日 常生活存有困难 ？ □是＝
１ 分 ；口否＝

０ 分

̄

９ ． 您记忆力差吗 ？□是＝
１ 分 ；

□有时＝

０ 分 ；
□否＝

０ 分

１ ０ ． 最近
一

个月 您情绪低落吗 ？□是＝

１ 分 ；
□有时＝

１ 分 ；
□否＝

０ 分

心理 １ １ ． 最近
一

个月 您紧张或焦虑吗 ？ □是＝
１ 分 ；

□有时＝

１ 分 ；
□否＝

０ 分

１ ２ ． 您善于处理 问题吗 ？□是＝
０ 分 ；□否＝

１ 分

̄

１ ３ ． 您是否独居 ？ □是＝
１ 分 ； 口否＝

０ 分

̄

社会 １ ４ ． 您是 否怀念有亲友陪伴的 日 子 ？□是＝
１ 分 ； □有时＝

１ 分 ；
□否＝

０ 分

̄

１ ５ ． 您能否从别人那里得到足够的支持 ？□是＝
０ 分 ；□否＝

１ 分

̄

总分

１ 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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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３ ：Ｃｈａｒ ｌｓｏｎ 共病指数

指导语 ： 为了 了解您的身体状况 ， 请您在所有符合 自 己疾病情况的选项上画
“
Ｖ
”

， 并在横线上补充具

体疾病名称 。

疾病类别 ｜

疾病权重

□心肌梗死 ｉ

□充血性心 力衰竭

口外周血管疾病具体疾病 名称 ：



□脑血管疾病具体疾病 名称 ：



□痴呆

□慢性肺部疾病具体疾病名称 ：



□结缔组织疾病具体疾病名称 ：



□消化性溃疡疾病

□轻度肝脏疾病具体疾病名称 ：



□糖尿病

口高血压

□抑郁症

口偏瘫 ２

□中重度肾疾病具体疾病名称 ：



□糖尿病伴器官损伤具体疾病名称 ：





□ 肿 瘤 具 体 疾 病 名 称 ：

□ 白 血病具体疾病名称 ：



□淋 巴瘤

□皮肤溃疡和蜂窝织炎

□ 中 重度肝脏疾病具体疾病名称 ： ３

□转移性实体瘤具体疾病 名称 ： ６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艾滋病 （ Ａ ＩＤ Ｓ ）

除 以上疾病外 的其他疾病 ：



１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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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４ ： 综合医院焦虑抑郁量表

指导语 ： 请您阅读以下各个项 目 ， 在其中最符合你过去
一

个月 的愴绪评分上画
“
Ｖ
”

。

１ ．我感到紧张 （或痛苦 ） ：

Ａ ．根本没有Ｂ ．有时候Ｃ ．大多时候Ｄ ．几乎所有时候

２ ．我对以往感兴趣的事情还是有兴趣 ：

Ａ ．肯定
一样Ｂ ．不像 以前那样多 Ｃ ． 只有一点Ｄ．基本上没有 了

３ ．我感到有点害怕 ， 好像预感到什么可怕 的事情要发生 ：

Ａ ．根本没有 Ｂ ．有一点 ， 但并不使我忧虑

Ｃ ．是有 ， 但还不太严重Ｄ ．非常肯定 ， 十分严重

４ ．我能够哈哈大笑 ， 并看到事物好的
一

面 ：

Ａ ．我经常这样 Ｂ ．现在己经不太这样了

Ｃ ．现在肯定是不太多 了Ｄ ．根本没有

５ ．我的心 中充满烦恼 ：

Ａ ．偶然如此Ｂ ．时时 ， 但并不轻松 Ｃ ．时常如此Ｄ ．大多数时间

６ ．我感到愉快 ：

Ａ ．大多数时间Ｂ ．有时Ｃ ．并不经常Ｄ ．根本没有

７ ．我能够安闲而轻松地坐着 ：

Ａ．肯定Ｂ ．经常Ｃ ．并不经常Ｄ ．根本没有

８ ．我对 自 己的仪容 （打扮 自 己 ） 失去兴趣 ：

Ａ
．我仍然像 以往

一

样关心Ｂ ．我可能不是非常关心

Ｃ ．并不像我应该做的那样关心Ｄ ．肯定

９ ．我有点坐立不安 ， 好像感到非要活动不可 ：

Ａ ．根本没有Ｂ ．并不很多Ｃ ．是不少Ｄ ．确实非常多

１ ０ ．我对
一

切都是乐观地向前看 ：

Ａ ．差不多是这样做的 Ｂ ．并不完全是这样做的

Ｃ ．很少这样做 Ｄ ．几乎从来不这样做

１ １ ．我突然发现有恐慌感 ：

Ａ ．根本没有Ｂ ．并非经常Ｃ ．时常Ｄ ．确实很经常

１ ２ ．我好像感到情绪在渐渐低落 ：

Ａ ．根本没有Ｂ ．有时Ｃ ．很经常Ｄ ．几乎所有时间

１ ３ ．我感到有点害怕 ， 好像某个 内脏器官变坏 了 
：

Ａ ．根本没有Ｂ ．有时Ｃ ．很经常Ｄ ．非常经常

１ ４ ．我能欣赏
一

本好书或
一

项好的广播或电视节 目 ：

Ａ ．常常如此Ｂ ．有时 Ｃ ．并非经常Ｄ ．很少

１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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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５ ： 中医四诊信息表

中医四诊信息表

婚姻状况 ： ｗｗ：^

既往史 ： 口高血压 口高脂血症 口糖尿病 口冠心病

其他病史 ：

家族史 ：

吸烟史 ： 口是 口否饮酒史 ： 口是 □否

四诊信息

编号
｜

症状 症状分级

％１＾Ｉ

１畏寒肢冷

２恶风
￣

３Ｈ

４五心烦热

１ＷＷ
￣

６^
＂

７头晕／头痛
＂

８口干 口 渴
￣

９

１〇口 中异味

Ｔｌ视物模糊

１２眼睛干湿
￣

１ ３耳鸣 ／耳聋

ｌｉｗｍ

１ ５身体乏力

Ｔ６精神倦怠

腰膝酸软／疼痛

１ ８肢体麻木／疼痛

１９肢体或头部震颤
￣

２〇食欲不振
￣

２ １胃脘痞闷／疼痛
￣

２２Ｈ
￣

２３Ｓ１
＂

２４Ｈ
￣

２５

￣

小便频多
￣￣￣￣￣̄

２６小便短少
＂

２７肢体浮肿
￣

２８胸闷胸痛

１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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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９

￣

｜

胸胁胀满／疼痛
＂

＾０^

３ １气短

１２ｍｍ

３ ３咯痰

￣

３ ５情志抑郁

３６烦躁易怒

１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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