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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弱程度对社区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

韩玉竺，杨兵，郭蕾蕾

（锦州医科大学 护理学院，辽宁 锦州 121001）

摘要 ：目的  探讨防社会隔离自我效能在衰弱程度与生活质量之间的中介作用，为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

量水平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于 2018 年 1—2018 年 3 月在辽宁省丹东市便利抽取社区老年人 535 例，采用一

般资料调查表、预防社会隔离的自我效能评定量表（CSES）、衰弱综合评估工具（CFAI）及生活质量量表的

简化版（SF-12）进行调查、分析和建立结构方程模型。结果  老年人防社会隔离自我效能得分（12.83±6.51）分，

衰弱程度得分（53.04±16.01）分，生活质量得分（61.28±30.65）分。老年人衰弱程度与防社会隔离自我效

能和生活质量呈负相关（r =-0.460、-0.559，均 P =0.000）；防社会隔离自我效能与生活质量呈正相关（r =0.599，

均 P =0.000）；防社会隔离自我效能在老年人衰弱程度与生活质量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结论  防社会隔离自

我效能是老年人衰弱程度与生活质量间的中介变量，衰弱程度主要通过防社会隔离自我效能间接作用于老年

人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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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degree of frailty on quality of life 
among the community-dwelling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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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community´s self-efficacy for preventing social 
isolation between degree of frailty and quality of life of the community-dwelling elderly. Methods From January to 
March 2018, a random sample of 535 elderly selected from the community in Dandong of Liaoning were surveyed 
by Community´s Self-efficacy Scale for preventing social isolation (CSES), the Comprehensive Frailty Assessment 
Instrument (CFAI) and 12-Item Health Survey. The data collected were analyzed to establish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Results The score of community´s self-efficacy for preventing social isolation, degree of frailty, and quality 
of life were (12.833±6.514), (53.042±16.014) and (61.276±30.649), respectively. Degree of frailty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community´s self-efficacy for preventing social isolation (r =-0.460, P =0.000) and quality of life 
(r =-0.559, P =0.000); Community´s self-efficacy for preventing social isolation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quality 
of life (r =0.599, P =0.000). Community´s self-efficacy for preventing social isolation played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degree of frailty and quality of life among the community-dwelling elderly. Conclusion Community´s self-
efficacy for preventing social isolation plays an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degree of frailty and quality of life, and 
degree of frailty mainly affects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through indirect action of community´s self-efficacy for 
preventing social iso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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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弱是一种机体功能退化的表现，可用来反映老

年人健康状况的异质性 [1]。防社会隔离自我效能是指

个体潜在的一种信心程度，是否有社会参与的能力，这

种社会参与能力是防止老年社会隔离的潜在指标 [2]。 

相关研究证明，防社会隔离自我效能较高的老年人生

活质量好 [3-5]。本研究旨在探讨社区老年人防社会隔

离自我效能、衰弱程度及生活质量间的相关性，验证

防社会隔离自我效能在老年人衰弱程度和生活质量间

的中介作用，为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水平提供科学

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于 2018 年 1 月—

2018 年 3 月在辽宁省丹东市对社区老年人进行调查。

纳入标准 ：①年龄≥ 60 周岁的社区老年人 ；②意识

状态良好，沟通和理解能力良好 ；③了解本研究的内

容，主动参与。排除标准 ：①非本社区住常人口，不

配合。②患有较重的急慢性疾病，如严重的肾功能衰

竭、白血病及恶性肿瘤等。根据 Kendall 粗略抽样的

原则，样本数量为变量数的 5 ～ 10 倍，另加 20% 的

样本流失量，共发放问卷 535 份，除去缺失值 >20%

的问卷，有效回收 520 份，有效率为 97.19%。

1.2    研究工具

1.2.1      一般资料调查量表    一般资料调查表由研究

者根据本研究设计，包括年龄、性别（男、女）、文

化程度（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及中专、大学及以

上）、婚姻状况（未婚、已婚、丧偶、离异）、居住情

况（仅与配偶居住、仅与子女居住、与配偶、子女一

起居住、与其他亲人居住）、既往职业（工人、农民、

商人、公务员、医务人员、教师、其他）、月收入情

况（<1 000 元、1 000 ～ <2 000 元、2 000 ～ <3 000 元、

≥ 3 000 元）及体力活动情况（规律体力活动、非规

律体力活动）等。

1.2.2       衰 弱 综 合 评 估 工 具（comprehensive frailty 

assessment instrument, CFAI）[6]       共 23 个条目，分为 

4 个维度（身体衰弱、心理衰弱、社会衰弱及环境衰

弱），该量表总得分 20 ～ 97 分 ：20 分代表没有衰弱

情况出现 ；97 分代表衰弱情况非常严重。得分越高，

说明衰弱的情况越严重。本研究该量表的克朗巴赫

α 系数为 0.901。

1.2.3       预 防 社 会 隔 离 自 我 效 能 评 定 量 表（social 

isolation self efficacy rating scale, CSES）[7]        共 8 个条

目，采用 0（一点不自信）～ 3（十分自信）4 级评分。

该量表总得分为 0 ～ 24 分，总分越高，则说明有更高

的自我效能预防社会隔离。本研究该量表的克朗巴赫

α 系数为 0.829。

1.2.4       简版生活质量量表（simplified version of  the 

quality of life scale, SF-12）[8]    SF-12 量表是 SF-36 量

表的衍生物，共包含 12 个条目，8 个维度 ：①生理功

能 ；②生理职能 ；③躯体疼痛 ；④一般健康 ；⑤精力 ；

⑥社会功能 ；⑦情感职能 ；⑧精神健康。前 4 个维度

为生理健康的总测量因子，最后 4 个维度为心理健康

的总测量因子。量表计算总分采用百分制评分的方法，

得到粗分后，应用标准评分法对所得分数进行转换，

所得分数越高，表明其生活质量水平越高。本研究该

量表的克朗巴赫 α 系数为 0.927。

1.3    质量控制

问卷设计应简洁明了，科学可行，尽量避免老年

人长时间作答。正式调查前应对问卷进行预调查，调

查前向调查对象说明研究目的，对调查对象的隐私严

格保密。本研究采用一对一，无记名形式调查，调查问

卷当场收回，数据录入实行双录入原则，保证不重不漏。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分析采用 SPSS 22.0 和 AMOS 17.0 统计软件。

用 Pearson 积差相关分析法进行相关分析描述，运用

回归分析法初步验证防社会隔离自我效能的中介作

用，并利用 Bootstrap 程序构建其结构方程模型 [9]，进

一步进行验证其中介效应。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分布情况

本次共调查社区老年人 535 例，有效问卷 520 份，

问卷有回收率为 97.19%。见表 1。

2.2    社区老年人衰弱程度、防社会隔离自我效能、
生活质量状况及其相关性

本次研究中社区老年人衰弱综合评估工具得

分 24 ～ 90 分， 平 均（53.042±16.014） 分。 预

防 社 会 隔 离 自 我 评 定 量 表 得 分 0 ～ 24 分， 平 均

（12.833±6.514）。简版生活质量量表得分 0 ～ 100 分，

平均（61.276±30.649）。衰弱程度与防社会隔离自

我效能、生活质量呈负相关（r =-0.460 和 0.559，均

P =0.000）；防社会隔离自我效能与生活质量呈正相关

（r =0.599，P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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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社区老年人防社会隔离自我效能的中介效应
分析

采用线性回归分析防社会隔离自我效能的中介

表 2    防社会隔离自我效能在衰弱程度和生活质量间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n =520）

分析过程 因变量 自变量 R2 R2 P 值 标准化回归方程

1 生活质量（Y） 衰弱程度（X） 0.313 0.312 0.000 Y=30.574-0.559X

2 防社会隔离自我效能（Z） 衰弱程度（X） 0.212 0.210 0.000 Z=25.902-0.460X

3 生活质量（Y）
衰弱程度（X）、防社会隔离

自我效能（Z）
0.461 0.459 0.000 Y=13.809-0.360X+0.434Z

表 1    一般资料分布情况    （n =520）

人口学特征分类 例（%）

性别

 女 271（52.1）

 男 249（47.9）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121（23.3）

 初中 270（51.9）

 高中及中专 83（16.0）

 大学及以上 46（8.8）

婚姻状况

 未婚 4（0.8）

 已婚 390（75.0）

 丧偶 116（22.3）

 离异 10（1.9）

体力活动状况

 规律体力活动 349（67.1）

 非规律体力活动 171（32.9）

作用，分别建立方程 1、方程 2 及方程 3，进行多重线

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方程 3 在方程 1 的基础上加

入变量防社会隔离自我效能后，方程对于生活质量的

解释率增加 14.7%，推断防社会隔离自我效能可能在

衰弱程度与生活质量之间起中介作用，该结论还需在

后续研究中进一步验证。见表 2。

2.4    结构方程中介模型的验证

根据上述理论基础上，运用 AMOS 17.0 软件和极

大似然法对防社会隔离自我效能的中介效应进行验

证。该模型中有 3 个潜变量，其中防社会隔离自我效

能由 2 个维度组成，衰弱程度由 4 个维度组成，生活

质量由 8 个维度组成，建立好 3 者关系的结构方程模

型（见图 1）。模型适配度结果显示，CMIN/DF=4.154，

GFI=0.925，NFI=0.944，RFI=0.932，IFI=0.957，

TFI=0.947，各指标均达到适配标准 [10]，这为进一步的

检验奠定基础。Bootstrap 检验的结果表明，以防社会

隔离自我效能作为中介的模型中总效应、直接效应与

间接效应 95% 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0（见表 3）。结

果表明，防社会隔离自我效能在衰弱程度与生活质

量间存在中介作用，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44.9%

（-0.066/-0.147）。

图 1    防社会隔离自我效能在衰弱程度和生活质量间的中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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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数量逐渐增长，老

年人衰弱程度和社会隔离问题已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

焦点，且两者对老年人生活质量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国外研究表明，衰弱对老年人发生不良健康结局有较

好的预测作用 [11-12]。随着老年人年龄的增长和社会生

活节奏的不断加快，人们忽视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重

视，严重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社区老年人生活质

量的影响因素有很多，研究显示，老年人的衰弱程度

对其生活质量有预测作用 [13]。然而对于生活质量的一

些影响因素，如防社会隔离自我效能作为中介变量缺

乏实证研究。因此，本研究基于防社会隔离自我效能

为中介变量的角度探索社区老年人衰弱程度对生活质

量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为进一步中介效应检验奠定基础。回

归分析结果显示，衰弱程度对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有负

向预测作用，即老年人的衰弱程度越高，其生活质量

越差，这与李晓凯等 [14] 研究结果一致。有研究表明，

老年人社会参与、防社会隔离自我效能对生活质量有

正向预测作用 [15]，这与本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多重线

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衰弱程度、防社会隔离自我效

能及生活质量均有线性回归关系，表明防社会隔离自

我效能可能在衰弱程度与生活质量间发挥中介作用。

同时 Bootstrap 法也进一步验证防社会隔离自我效能

的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44.9%。

防社会隔离自我效能作为衰弱程度与生活质量

间的中介因子，防社会隔离自我效能可以通过衰弱程

度间接作用于生活质量。对于老年人而言，社区是老

年人集体活动的主要场所。经常参与社区活动可使老

年人身心放松、丰富日常生活，还能使其更好地接触

社会 ；使老年人实现其自身价值，保持良好的心态，

从而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16]。因此，在社区护理实

践中应积极组织并号召老年人参与力所能及的社区活

动，提高自信心和自我效能，从而降低或延缓老年人

的衰弱程度，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实现健康，积

极老龄化。

本研究选取来自辽宁省的样本，本研究未对农村

和住院老年人进行调查，因此样本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且代表性较差。本次研究采取的是横断面研究，在后

续研究中还需进行队列研究进行验证，对社区老年人

防社会隔离自我效能在衰弱程度与生活质量间的作用

有待于做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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