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阳铮：老年抑郁症群体急需关注

创建时间：2022-07-13 05:17:49

欧阳铮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60岁及以上老年人独居、空巢现象突出，老年人各种心理疾病发病率呈上升

趋势，老年人的心理及精神健康问题成为社会焦点。一项针对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抑郁症患者的研究显示，老年抑郁症的总体患病率为22.7%，

其中，老年女性患病率约为24.2%，老年男性患病率约为19.4%。现实情况表明，关注与应对老年人抑郁症已成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项紧迫

任务。

　　从老年抑郁症的病因来看，退（离）休带来的心理冲击、家庭关系不和谐、配偶病重或丧偶、收入骤减与经济压力、衰老与疾病等，都会引

发或加重老年人的抑郁症状。由于抑郁可能诱发或加重各种躯体症状、疾患，重度抑郁症甚至会导致老年人自杀，抑郁对于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和

精神健康具有非常突出的负面影响。国外开展的相关研究就指出，如果对老年抑郁症置之不理，可能会对老年患者从癌症和心脏病等严重疾病中

恢复的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在我国，约八成抑郁症患者没有被发现，九成抑郁症患者没有得到规范专业治疗，老年抑郁症同样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与应对。部分原因

是因为老年人及其家人对抑郁症的认识模糊，还有部分原因是因为社会对抑郁症患者群体的偏见阻碍了老年抑郁症患者的及时就医。另外，诊

疗与政策等方面的原因也不容忽视。

　　首先，老年抑郁症常常出现在患有心脏病或癌症等慢性病的老年人身上，因而老年抑郁症往往被老年人及其家人忽视。也有老年人及其家人

认为，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发生身体变化以及情绪变化是正常的，因此并不认为老年抑郁症是需要治疗的疾病。即便部分老年人的家人认为老年

人出现了精神或行为异常，也常常把老年抑郁症状误认为是老年慢性疾病的自然反应，因而只会把老年人送往普通门诊。也有部分老年人及其家

人对抑郁症有误解，认为老年抑郁症“治不好” “很费钱”，甚至把抑郁“污名化”，认为不需要或不能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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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老年抑郁症长久以来没有受到政策制定者的足够关注。我国不同阶段的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更多地将资源投入到养老

服务、医疗保障等发展任务中，没有对促进老年人心理健康这一目标给予充分重视。近年来只有少数文件从政策方面对老年抑郁症患者群体提出

援助目标和实施细则，但具体成效仍有待检验和评估。

　　其实，老年抑郁症完全可以通过物理治疗、心理咨询或药物等多种方式得到改善，做到“早发现，早治疗”。社会和政府部门应完善老年

抑郁症的识别及预警机制，并探索构建老年抑郁症防治工作方案。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是加强防治知识宣教。采用多种宣传手段和渠道，广泛开展抑郁症防治知识科普宣传，帮助老年人及其家人认识老年抑郁症，鼓励家人带

老年人及时就诊。

　　二是建议对重点老年人群优先开展筛查评估。把失能、丧偶、独居等老年人作为重点人群，优先对他们进行重点筛查，尽早发现老年人的抑

郁症状，并及时加以应对。

　　三是加大对非精神专科医师的培训力度，提高对老年抑郁症识别和诊疗能力，及时建议有抑郁倾向的老年人转诊治疗。

　　四是完善社区邻里和家人对老年人的支持体系。将社区里患有重病或有丧亲、丧偶、丧子经历的老年人组成互助小组，给老年人创建一个可

以相互沟通和交流的平台，由心理专业人员定期进行疏导，防止老年人抑郁症的发生或进一步加重。

　　五是鼓励老年人自身进行心理调适。比如，鼓励和引导老年人做自己乐意做又有意义的事情，使老年人保持心情愉快并满怀希望地生活；鼓

励和引导老年人坚持规律的体育锻炼，培养书法、绘画、养花、散步、棋牌等兴趣爱好，丰富生活、陶冶性情；鼓励老年人多与家人和朋友沟通

交流，建设好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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