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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常见的心理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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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人口的老龄化倾向日益显著，老年人群面临的问题将成为社会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从老年人心理健康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心理障碍问题表现也比较突出，出现心理障碍不仅有生理上的因
素，也包含心理上的因素。了解老年人常见的心理障碍，对于进行老年人心理问题疏导和解决很有必要，
同时，对于预防老年人心理问题也十分关键。对此，本文主要介绍老年人的普遍特征，研究老年人的常
见心理障碍，并分析老年人出现这些心理障碍的原因，基于此，探究老年人常见心理障碍的应该对方案，
为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提供一些思路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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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压力和生理状况的变化，容易引起老年人的心理问题。

例如，退休后，老年人的生活状态和重心发生了很大变

化，他们和晚辈之间的观念也出现各种差异，可能会面

临一些同龄人的病逝，这些自然的生活现象就像是启动

按钮一样，启动了老年人的焦虑器官，让他们开始感到

紧张、焦虑。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老年人会因为生活的小事变得

十分紧张，坐立不安，因为一些事情而担忧，睡不好 [4]。

一些老年人还会因此出现心慌、胸闷等症状，就好像生

病了一样。一些老年人总是怀疑自己可能得了什么病，

经常做身体检查，但还是不能放心，总是忧心忡忡，快

乐不起来。存在这些症状，基本上就是出现了焦虑障碍

问题，这种问题的出现是与老年人的生理变化和心理变

化相关的，是每个步入老年时期的人都会经历的一种心

理历程，但是有些老年人自我调适能力较强，过渡比较

平稳，有些老年人缺乏心理支持，自我调适能力较弱，

内心敏感，这就容易产生焦虑障碍。

2.2 抑郁障碍及原因分析
抑郁障碍主要以抑郁情绪为主要症状表现，出现抑

郁障碍的老年人往往表现出情绪低落，连自己之前喜欢

的人事物都很难激起他们的兴趣，这部分老年人在生活

中很容易感到疲惫，即使休息时间足够，也不能缓解，

而且会感觉到全身不舒服，注意力很难集中，记忆力也

不断下降。在日常生活中，总是失眠多梦，容易烦躁不

安。在饮食上，也表现出食欲下降，体重降低，或者是

完全相反，食欲增强，暴饮暴食。他们往往会觉得生活

失去了意义，所以会产生轻生的念头。

出现抑郁的心理障碍，老年人会因为经常性失眠、

心悸、厌食、头痛等，对任何事都提不起兴趣，最后产

生自杀的念头，这是非常危险的。数据表明，在上述提

到的老年人自杀的 36%的比例中，因为抑郁障碍自杀的
老年人占据 40%～75%，可见这类心理障碍问题是导致
老年人自杀的最主要因素之一 [5]。

而究其原因来看，有很多老年人情绪低落，包含自

身和外界的原因。从自身来看，因为身体的衰老导致乏

力、兴趣低下、记忆力减退等问题；而从外界因素来看，

有家庭因素，比如老年丧偶，孩子也不再身边，总是一人

当前社会人口老龄化加速，社会提倡要关爱老年人

群，关心老年人身心健康，这是体现社会的人文关怀的

需要，也是提升国民幸福感的需要。而在老年人的问题

中，心理问题比较突出，对此，需要把握老年人常见的

心理障碍问题，并积极探索老年人心理障碍的应对措施，

促进老年人享受幸福快乐的晚年生活 [1]。

1  老年人的群体特征

生命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经历了幼年、青

少年、青壮年、中年、中老年时期，最后步入老年时期，

这是万物生存和发展的规律，也是人体的新陈代谢的发

展规律。进入老年期后，机体开始出现各种衰老的现象，

人体的各项机能也开始逐步退化，老年人的活动灵活度

降低，活动范围相对缩小，交往对象也越来越少，加上

孩子们都长大成人，成家立业，各自有了自己的家庭和

事业，忙忙碌碌，老年人甚至和家人相聚的时间也越来

越少，出现了很多的空巢老人 [2]。

在此阶段，老年人很容易产生心理上的孤独感、失

落感，他们感知到自己老了，生活的自理能力逐渐下降，

这导致很多老人将自己看成家庭的负担和累赘，从而产

生焦虑、抑郁等心理，他们对于未来生命的走向存在畏

惧，恐惧衰老，害怕面对疾病和死亡，这些都会给他们

的心理上带来一定的影响。而实际上，老年人因为身体

机能的退化，自身的抵抗力、免疫力下降，他们是疾病

暴发的集中时期，所以，老年人不仅需要承受心理上的

压力，还可能需要承受身体上的痛苦。

相关研究发现，老年人患各种心理障碍疾病的比率

超过 3%，比普通人群高出很多。背景心理危机研究中心
在对近年来的老年人心理调查中发现，社会自杀率最高

的也是老年人群，老年人自杀的比例在全年自杀总人口

中占据 36%之多，而这其中，95%以上的自杀老年人都
存在心理障碍问题，可见，老年人的心理障碍问题已经

非常严重了，必须引起重视，并积极采取措施应对 [3]。

2  老年人常见的心理障碍问题及原因

2.1 焦虑障碍及原因分析
焦虑是老年人常见的心理障碍之一。因为自身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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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居，所以容易产生孤独感、失落感，此时如果孩子还

不孝顺、不关心，老年人就更觉得生活没有了意义，容

易产生抑郁心理。外界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家庭矛盾，

也会刺激老年人，让他们加重对于自身无用的思想认识。

2.3 强迫障碍及原因分析
进入老年期，一些老年人在生活中表现出比较明显

的强迫行为或强迫意念，比如，出门后总是担心自己没

有锁好门而反复检查，家里的煤气是不是忘了关、水电

有没有关好等，有时候即使出门一段距离了，但还是不

放心，返回家中查看。还有一些老年人看到家人出远门，

就开始各种担心、紧张、焦虑，害怕家人在路途中发生

不好的事情，这种紧张焦虑会让他们彻夜难眠，他们甚

至会一遍遍的打电话提醒要注意安全，直到家人安全抵

达才会停止 [6]。

出现强迫障碍主要是因为老年人自知自身记忆力不

断减退，所以对于生活中的一些琐事缺乏安全感，对自

己不放心，所以总是强迫自己去做一些事情，以增强自

身的安全感。

2.4 疑病障碍及原因分析
老年人群是很多疾病的高发人群，主要是进入老年

期后，人体的相关机能退化，整体的免疫力、抵抗力下

降，钙流失加速，营养吸收能力降低，这些都会导致老年

人成为疾病的多发人群。进入老年期后，一些老人就开

始担心自己会生病，一旦自身出现一些症状，就会联想

到自己是不是得了绝症了，担心自己是不是很快就要面

临死亡了，所以总是产生疑病心理，也会因此寝食难安。

实际上，老年人疑病一方面是身体衰老、退化的现

实原因，另一方面是医疗条件提升的同时，也确诊了以

前没听过没见过的很多疾病，特别是身边熟悉的人确诊

一些疾病时，他们会因此受到刺激，担心自己也会有一

样的境遇，出现内心害怕、惶恐、焦虑不安。

3  老年人常见心理障碍的应对措施

3.1 关爱老年人，给予老年人更多的耐心和陪伴
长辈和父母养育了我们，当他们老了，我们也应该

给予他们足够的关爱、理解、耐心和陪伴。但是对于现

在的青年人来说，面临多重压力，比如家庭、工作、人

际关系等方面，他们会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争取更好的

生活、更满意的工作当中，这样就会忽视对老年人群的

关爱和陪伴。就大多数老年人的心理障碍问题来看，几

乎都是因为缺乏关爱、缺乏陪伴、缺乏心理支持造成的

内心孤独、抑郁、忧伤，他们没有安全感，就会出现很

多的心理问题。对此，建议晚辈多关爱家中的老年人，

不要让老人成为空巢老人，爱和陪伴是最好的良药。在

生活中，除了要给予老人一定的物质支持，还要给予他

们精神支撑，相对于物质，精神层面的因素更重要。当

代青年，不仅要对自己家的老年人给予爱和关怀，对于

其他的老年人也要同样的给予包容和理解，因为毕竟有

一天，人都会变老，我们也希望在自己年老的时候有指

望，被善待，所以，呼吁全社会群体关爱老年人，用心

用爱营造一个和谐的社会氛围，为老年人群构建一个幸

福、安稳的晚年生活。

3.2 做好老年人心理疏导，及时治疗心理问题
对于大多数的老年人的心理问题，可以通过爱和关

怀来化解，而对于一部分存在严重心理障碍的老人，做

到上述的这些还不够，还要对于他们的心理障碍进行疏

导，必要时还需要进行心理治疗。一些老人因为外界刺

激，受到了严重的心理创伤，所以他们表现出比较强烈

的抑郁症状或创伤后应激障碍，对于这些老人，要及时

对他们开展治疗，积极做好心理疏导，做好正确引导，

让他们能够积极应对外界刺激，恢复到健康的心理状态。

3.3 定期体检，实时掌握老年人身体状况
建议老年人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定期体检，防患于未

然，如果确实发现疾病，及时治疗也能为他们的身体健康

提供保障，如果没有疾病，体检也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

疑病和焦虑因素，通过身心的关怀，保障老年人身心健康。

4  总结

就老年人常见的心理障碍来看，有很多种，出现这

些心理障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老年人自身的生理因

素和外界的因素刺激，老年人心理障碍问题不容忽视，

我们要关爱老年人，关注他们的身心健康，为老年人创

造一个幸福、快乐的晚年生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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