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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长命百岁”这个话题已经被广泛讨论多时，从 TE 

Young 在 1899 年出版“关于百岁老人和人类寿命”的文

献 [1] 到现在，关于长寿的研究已经有 100 多年的历史。

中国是老年人占总人数比率最高的国家，根据国家

统计局的数据，从 1964 年开始，老年人占总人数比重一

直在增加，到 2019 年，65 岁以上的老年人达到了 1.76 亿

人，约占世界总人口的 1/5。在党的二十大会议上，习近

平总书记清楚地提出了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的国家战略，要大力发展养老事业和产业，对为孤寡老

人提供的服务进行优化，让每个老年人都能享有最基本

的养老服务。因此，对老年人的长寿因素进行研究与探

讨，对于今后的养老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文献评述

以往的研究显示，老年人的年龄和性别存在一定的

关系 [4]；也有研究用定量的方法，着重指出了百岁老人

的一些基本特点，比如性别差异，受教育程度低等 [6]；

婚姻状况也会影响老年人的死亡风险 [2-4]。身体健康与自

理能力可明显减少高龄老年人的死亡率 [4-7]，还有一些学

者认为，对中国老年人生活质量有很大影响的是一些微

观的个人因素，如老年人的性别、文化程度、医疗保障、

社会参与、心理健康和疾病状况，还有一些宏观因素，

如他们所居住的地区是否有医疗，他们所居住的地级市

的医疗供应等 [8]。

影响老年人的因素有很多，将性别、婚姻状况、锻

炼情况作为影响因素的研究很多，但将影响老年人年龄

的重要因素建立为回归模型的研究甚少。目前学术界没

有把主食摄入量、看电视情况列为影响老年人长寿的因

素的研究。李芸芸将长寿的成因简单地划分为两种，一

种是先天遗传，另一种是后天生活习惯，前者在人类及

其他生物体中所占的比例大约为百分之六十到七十，而

后者在百分之三十到四十 [9]。可以得出，生活方式对健

康长寿有很大的影响，而主食摄入量、看电视情况是大

部分老年人都会涉及到的，并且在生活行为中所占的比

例比较大，所以本研究将其纳入了影响因素的范围。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预计到 2050 年左

右，老年人在我国人口比例会达到 1/3 以上 [10]。但已有

的研究大多数仅仅局限于地区、城市，很少涉及全国老

年人。故本文基于 CLHLS 对老年人健康长寿因素进行研

究，通过斯皮尔曼相关系数对其进行了关联分析，利用

多元线性回归方法构建了年龄与长寿因素的回归模型，

以期促进我国老年人的健康生活。

二、数据的来源与模型的建立

1.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取自 1998 年 -2018 年北大中国老年健

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的面板数据。本项目拟

以中国 45 岁及 45 岁以上的中老年家庭和个人为研究对

象，获得高质量的微观数据并开展实证研究，以期推动

老年人健康事业发展，为我国相关政策的制订和优化提

供建设性意见。

2. 变量选取

本文选取老年人性别、主食摄入量、锻炼情况、看

电视状况，以及婚姻状况作为模型变量。并对锻炼状况、

婚姻状况、主食摄入量、看电视情况的异常值、离群值

进行删除处理，最终筛选出 9047 个有效数据，描述性统

计如表 1 所示。

本模型定义性别中男 =1，女 =2；主食摄入量（两）

为数值变量；锻炼状况中坚持锻炼 =1，从不锻炼 =2；

自变量锻炼情况、婚姻状况为多分类变量，仅使用

一个回归系数去表示这个特殊变量的权重并不能说明涵

盖多种情况的变量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其他变量的影响。

因此有必要将这两类变量转换为虚拟变量。看电视情况

有 3 种结果分别是：1= 每天、2= 有时、3= 从不，本研究

以每天为基准对 2、3 进行重新编码定义新的变量X41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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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有时看电视 / 报纸（哑变量）；X42 表示从不看电视 / 报

纸（哑变量）。婚姻状况有 5 种结果：1= 结婚且同居、2=

分居、3= 离婚、4= 丧偶、5= 从未结婚。由于丧偶的样本

与模型相关性差，不具有研究意义所以排除。以结婚且

同居为基准对 2、3、5 进行重新编码定义新的变量X51 表

示分居（哑变量婚姻状况）；X52 表示离婚（哑变量婚姻

状况）；X53 表示从未结婚（哑变量婚姻状况）。

3. 模型选择

通过 SPSS 软件，建立我国老年人长寿的影响因素的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可以将公式假设为：

Y=α+β1X1+β2X2+β3X3+β4X41+β5X42+β6X51+β7X

52+β8X53

其中 Y 表示年龄；X1 表示性别；X2 表示主食摄入

量（两）；X3 表示锻炼情况；X41 表示有时参加社会活动；

X42 表示从不参加社会活动；X51 表示分居；X52 表示离婚；

X53 表示从未结婚；a表示常量。

三、结果分析

通过 SPSS 软件对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如表 2 所

示，老年人性别、主食食量、锻炼情况、看电视情况，

以及婚姻状况与老年人年龄均有相关性在 0.01 级别且显

著性均为 0。

表2　老年人长寿因素数据相关性分析

年龄 性别
主食摄入

量（两）

锻炼

情况

看电视

情况

婚姻

情况

年

龄

相关系数 1.000 .241** -.155** .227** .270** .316**

显著性

（双尾）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个案数 9047 9047 9047 9047 9047 9047

**. 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根据表 3 回归系数及显著性检验显示离婚，锻炼情

况，性别，有时看电视，从不看电视，对应的回归系数

分别是 0.283，2.325，1.867，0.541，3.881，与老年人年

龄呈正相关。从未结婚，分居，主食摄入量（两）对应

的回归系数是 -0.651，-3.4，-0.323，与老年人年龄呈负

相关。因此得出回归方程：

Y=83.864+1.867X1-0.323X2+2.325X3+0.541X41+3.881

X42-3.4X51+0.283X52-0.651X53

从性别层面看，女性比男性更加长寿。与同龄人相

比，男性年轻人的淋巴细胞数量多，但当他们变老时淋

巴细胞、红细胞减少得更快。故女人的平均寿命也较长。

适当地摄取主食对保持一个人的健康与长寿起着关

键的作用。正常饮食中碳水化合物所能提供的能量应该

表1　长寿因素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个案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方差

统计 统计 统计 统计 标准误差 统计 统计

年龄 9047 77 122 92.11 0.081 7.731 59.766

性别 9047 1 2 1.60 0.005 0.490 0.240

主食摄入量（两） 9047 1 20 6.13 0.027 2.523 6.366

锻炼情况 9047 1 2 1.73 0.005 0.446 0.199

看电视情况 9047 1 3 2.73 0.007 0.631 0.398

婚姻状况 9047 1 5 3.49 0.012 1.133 1.283

有效个案数（成列） 9047

表3　模型回归系数计算结果

模型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显著性
共线性统计

B 标准误差 Beta 容差 VIF

1

（常量） 83.864 0.454 184.602 0.000

性别 1.867 0.172 0.118 10.825 0.000 0.810 1.234

主食摄入量（两） -0.323 0.031 -0.105 -10.393 0.000 0.943 1.060

锻炼情况 2.325 0.182 0.134 12.757 0.000 0.877 1.140

有时看电视 0.541 0.382 0.017 1.416 0.157 0.638 1.569

从不看电视 3.881 0.278 0.187 13.957 0.000 0.537 1.863

分居 -3.400 0.703 -0.048 -4.837 0.000 0.993 1.007

离婚 0.283 0.930 0.003 0.305 0.761 0.999 1.001

从未结婚 -0.651 0.696 -0.009 -0.936 0.349 0.994 1.006

a. 因变量：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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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55%-65% 之间，即 4-6 两。不属于此范围时，死亡率

会显著增高。从图 1 可以看出，符合适合标准的老人仅

占全部人口的 43%，因此，相关系数略为负值。

图1　老年主食摄入量（两）

运动状况对长寿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提高心理素质

和寿命的最好的锻炼方式是像网球，高尔夫，羽毛球，

足球，篮球，排球等社交活动，而这些活动正是大部分

老年人喜欢做的。

适当的看电视，可以帮助老年人认识社会的发展状

况，对老年人精神健康有益。长期看电视属于久坐行为，

在 2017 年，由久坐行为工作研究组对其进行了比较统

一的定义，也就是在清醒状态下坐着或躺着时能量消耗

≤ 1.5 代谢等量的行为 [11]，看电视时间长就属于久坐。老

年人久坐行为属于一种可以识别老年人抑郁风险的评估

指标，对于有长时间看电视和其他久坐行为相关生活方

式的老年人，应该加大对抑郁的筛查力度，以发现抑郁

和潜在抑郁者。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长时间的看电视

对他们的身体是不利的 [12]。

从婚姻状况的角度来看，未婚老人在自评健康、生

活习惯、社会参与、心理健康状况等方面都处于不利地

位。将近三分之一的未婚老人觉得他们的生活不快乐 [13]，

这对老年人健康十分不利；老年人婚姻的离异不仅有其

自身的原因，而且与社会的宽容程度的提高、现代婚姻

与爱情的价值观等因素密切相关。老年离婚率不断攀升

反映了我国老年人对幸福的迫切追求 [14]，故离婚是老年

人长寿的正向因素；分开居住的夫妇很可能会导致情绪

失去控制，从而产生更大的精神压力对老人的长寿不利。

四、主要结论与讨论

离婚、锻炼情况、性别、看电视情况与老年人年龄

呈正相关；从未结婚，分居，主食摄入量（两）与老年

人年龄呈负相关。其中，从未结婚、性别、分居、从不

看电视对老年人年龄影响较大。

老人孤独感强，情绪状态差，社区活动参与低，锻

炼身体习惯差。我们应该引导老年人改变不良习惯，提

高体育锻炼兴趣和积极性，积极引导农村未婚老年人参

加社区活动。分居对身体健康不利。锻炼有助于延缓衰

老，应加强与伴侣沟通练习，保持稳定和谐的夫妻关系。

国家应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养老服务、健康支撑体系，

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

程。老年人看电视时间过长会影响健康，应减少久坐行

为。同时久坐可以纳入抑郁测量指标，对有抑郁风险的

老年人应加强抑郁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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