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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因素、家庭情感因素、心理文化因素以及个人因素

等。首先，社会经济因素包括空巢老人的经济条件、生

活环境、社会医疗保障、社会活动的参与度等。[17]经济

比较困难特别是退休后收入减少，医疗费用支出增加、

居住环境欠佳、社会活动的参与度减少等，会加重空巢

老人的心理问题，使抑郁情绪加重。其次，家庭情感因

素包括配偶子女关系、代际沟通、情感需求等。[18]随着

子女离家，配偶丧失或分离，代际之间存在沟通障碍，

使得空巢老人缺乏日常的交流与互动，导致他们的情感

需求得不到满足，孤独感和抑郁更为严重。再次，心理

文化因素也是形成空巢老人抑郁的重要原因。一方面，

退休后社会角色和职业身份的丧失，导致自我价值感下

降；另一方面，老年人对于老年生活的期望与现实之间

的差异，尤其是在子女关爱和家庭温暖方面的落差，会

导致心理失衡。[8]最后，个人因素对空巢老人抑郁情绪的

形成也起着重要影响，如年龄、性别以及健康状况等。[14]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人可能会遇到各种身体疾病，再加之

缺乏亲人在身边的支持和照顾，使得空巢老人经历了身

体和情感的双重压力，更易陷入抑郁情绪。

综上所述，空巢老人这一特殊群体，他们的心理健

康面临着严峻挑战，其中抑郁情绪尤为突出。而这种现

况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社会经济的压力、家庭情

感的缺失、心理文化的敏感和个体差异性等，使得空巢

老人的抑郁状况日益严重。不仅对他们的身心健康产生

负面作用，也会对家庭和社会的和谐稳定构成影响。因

此，迫切需要制定并实施针对改善空巢老人抑郁情绪的

有效措施和方案。

应对空巢老人抑郁的策略

为缓解空巢老人的抑郁情绪，提高其生活质量，以

下从个体、家庭、社会三个层面提出具有针对性、全面

性地有效干预措施。

（一）个体层面

1、心理咨询与治疗

建立老年人心理咨询服务站或热线，为空巢老人提

供专门的心理辅导与治疗服务，使他们能够有效地识别和

处理抑郁情绪，改变他们现有的负面认知和反应方式，进

而帮助他们建立起更加积极向上的人生思维模式。[19] 

2、心理健康教育

通过形式多样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如健康宣教、

知识抢答竞赛、观看影视作品等，使空巢老人了解“什

么是抑郁”“为什么会抑郁”以及“如何预防它”，以

倡导他们关注自身的心理健康。此外，定期为空巢老人

提供心理健康评估服务，引导他们识别抑郁情绪等心理

问题的早期迹象，及时发现心理健康问题，给予他们专

业的援助和心理关怀。

3、自助与互助团体

建立为空巢老人提供分享情感、互帮互助的线上和

线下平台，使他们之间可以分享生活乐趣、互相倾听交

流、组织团体活动以及共享医疗信息资源等，这不仅可

以降低空巢老人的孤独感，还提高他们的社会参与度，

丰富他们的日常生活。 

（二）家庭层面

1、社区支持服务

社区应该更多地关注空巢老人这一群体的需求，为

他们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服务。如组织夕阳红社区活动、

建立老年人兴趣小组、关爱老人志愿服务等多元化服务

形式，以满足空巢老人的社会和情感需求，有利于帮助

这些空巢老人建立新的社会关系，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

和自我价值感。[20]

２、家庭交流加强

鼓励亲人增进与空巢老人的沟通与交流，在空巢期

帮助老人们适应生活变化的同时，提供丰富的情感支持

和情绪价值。如定期的家庭聚会、电话或视频通话等，

都能有效地降低空巢老人的孤独感。

（三）社会层面 

1、经济支持

政府应继续完善养老保险体系，确保空巢老人获得

稳定的经济来源。对于经济状况不佳的空巢老人，开展

针对空巢老人的专项基金项目，如提供一些生活补助，

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对于有工作能力的空巢老人，政

府和社会可以给他们提供就业指导，帮助其再就业，增

加收入来源。

2、医疗保障

优化完善老年医疗保障体系，确保无子女陪护老人

得到及时、周全的医疗保障，重点加强对那些因经济负

担而难以寻求心理健康援助的空巢老人的支持。[21]一方

面，政府要持续提高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提高老年人

医疗服务报销比例，降低他们的医疗负担。另一方面，

政府可以针对空巢老人设立医疗援助基金，特别是经济

困难的空巢老人，提高额外的医疗费用补贴。 

3、住房政策

为空巢老人提供适老房、建立老年公寓、开展社区

养老等，创造出安全舒适的居住条件。改善空巢老人的

生活环境，满足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文化需求，增强

他们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