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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感到一定程度的孤独和隔离。

对于那些子女不常在身边、独居或仅与配偶同住的

老年人群体，其生活状况和需求展现出特定的特点。首

先，孤独感是他们普遍面临的问题，尤其在节假日及重

要的家庭聚会时刻更为显著，由于子女外出、社交活动

减少及社交圈缩小，导致了所谓的“空巢现象”，进而

引发相关的心理问题，如抑郁和焦虑。 [8]其次，经济不

稳定性，特别是退休金的不足和医疗开支的增加，为部

分空巢老人带来经济压力。 [9]最后，随年龄增长，此群

体面临更多的健康挑战，如视听能力下降，可能影响其

日常交流和参与活动，且随着身体功能衰退，对医疗护

理和健康管理服务的需求增加。[10]此外，信息技术的快

速发展使得一部分空巢老人在适应信息化社会方面遇到

挑战，可能进一步导致其社会边缘化问题的加剧。[11]总

之，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空巢老人的特点不仅反

映了个人层面上的心理及生活状况的变化，而且还深刻

反映了他们面临的种种挑战和问题。

空巢老人的抑郁现况及原因分析

基于上述对空巢老人群体特性的深入分析，发现这

一群体在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尤为显著，也引起了社会

各界的广泛关注。[4][8]空巢老人因缺乏日常的家庭陪伴和

社会互动，感到孤独和被社会边缘化。这种孤独不仅是

物理上的独处，更是一种深刻的心理感受，涉及到个人

在情感和社交关系中感到的孤立无援。孤独感的加剧不

仅影响空巢老人的个人幸福感和生活质量，而且会引发

一系列心理问题，如抑郁情绪、焦虑和不安等，其中抑

郁情绪的发生率相对较高。[12] 

国内外众多研究通过调查空巢老人的生活状况、心

理状态以及社会支持系统，揭示了抑郁情绪的普遍性和

严重性。董黎等[13]通过对3100名空巢老人的调查发现，

约有24.03%的空巢老人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症状，这一

比例远高于非空巢老人。其中研究也表明，性别差异在

空巢老人抑郁症状的发生率中表现显著，女性空巢老人

的抑郁症状发生率高于男性。这一现象可能与女性对情

感支持和社交互动具有更高依赖性有关。[14]此外，有研

究发现我国空巢老人抑郁症状的发生率为36.4%，其中城

市地区的空巢老人抑郁症状发生率为26.2%，而农村地区

的相应比例为39.9%，农村空巢老人抑郁症状的发生率显

著高于城市空巢老人。[15]

空 巢 老 人 抑 郁 症 状 表 现 为 情 绪 和 行 为 的 多 样 性 改

变，主要包括长期的忧郁情绪、对生活缺乏兴趣、感到

绝望与无价值、疲劳感增加及活力减少、睡眠障碍（如

失 眠 或 嗜 睡 ） 、 饮 食 习 惯 改 变 、 身 体 疼 痛 及 消 化 问 题

等。除此之外，抑郁的空巢老人可能会减少社会活动的

参与，避免与家人和朋友的交流，甚至有危害自身生命

的念头或行为。[16]这些症状不仅对个人的身心健康构成

影响，也会影响到他们的家庭和社会关系。 

空 巢 老 人 抑 郁 状 况 受 到 多 种 因 素 影 响 ， 包 括 社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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