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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老年衰弱现状及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 
邱婉莹  李安琪（通讯作者） 

(西安培华学院  陕西西安  710125) 

摘要：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乡村地区的老年人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衰弱问题。本研究旨在对我国乡村地区老年衰弱

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进展作一综述，通过系统地回顾相关文献，分析了乡村老年衰弱的流行程度、特点及其多方面的影响因素，为制

定针对性的预防及改善策略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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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成为 21 世纪全球重大社会趋势。我国老

年人口增速和规模均居全球首位，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数据显示[1]，60 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已达 2.64 亿。预计 2025

年，这一人群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将超过 20%，这一数据

预示着我国将面临长期的老龄化挑战。老年衰弱作为一

种常见的老年健康问题，会在老年人日常生活、心理健

康、疾病预后等方面产生不良影响[2]。特别是在乡村地区，

由于经济相对落后、医疗资源匮乏、空巢老人数量增多

及健康知识普及率较低等因素，老年衰弱的问题更为严

重[3]。因此，本研究对乡村老年衰弱现状及影响因素的研

究进展做一综述，以期为改善乡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提

供依据。 

1 衰弱概念的发展及其测量工具 

自古以来，衰弱一词在中国文化中就已有所体现，

如《韵会》与《素问》等古典文献中对老年衰弱的描述，

表明了中国古代对于老龄化及其影响的深刻认识。相比

之下，西方社会由于较早进入老龄化阶段，对老年衰弱

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研究也开始较早。20 世纪 60 年代末，

O'Brien[4]首次描述了老年衰弱的特征，即对不良事件的不

相称反应，并提出了“衰弱”一词。此后，“衰弱”成为

评估老年人群健康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1988 年，

Winograd 等人[5]对衰弱进行了首次量化研究，认为老年人

存在 1 个以上常见的老年临床问题即可判断为衰弱。2001

年，Fried 等人提出了衰弱的表型定义（Frailty Phenotype, 

FP）[6]，即衰弱是指一组由机体退行性改变和多种慢性疾

病引起的机体易损性增加的老年综合征。2008 年，国际

营养和老龄学会专家组提出了基于衰弱循环模型和累计

缺陷模型的衰弱筛查量表（Frailty Scale, FS）[7]，这些工

具和理论为老年衰弱的诊断和护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2 乡村老年衰弱现状 

随着乡村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医疗水平的提高，对乡

村老年人群体的健康关注也逐渐增强。近年来，多项研

究针对乡村老年衰弱现状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和分析，发

现乡村老年衰弱情况不容乐观。夏玮涛等学者[8]研究发现

浙江省乡村老年人衰弱水平显著高于城市老年人。王志

燕等学者[9]对山西省平遥县的 483 名农村空巢老年人进

行调查，结果发现 42.7%的空巢老人伴有老年衰弱现象。 

3 乡村老年衰弱的相关影响因素 

3.1 社会人口学特征 

研究[10]表明，虽然女性老年人在预期寿命上具有生

存优势，但男性在患慢性病和自评健康状况上表现更佳。

年龄是老年衰弱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随着年龄增长，

老年人的生理和机能逐渐下降，容易发生多种慢性疾病，

更容易发生衰弱。此外，乡村地区在医疗知识普及和经

济资源方面仍显不足，限制了老年人在健康投资方面的

能力，进一步加剧了衰弱状况。 

3.2 营养状况 

相关研究[11]指出老年人衰弱和营养状况有关。由于

身体状况或生活习惯等原因，乡村老年人可能出现营养

摄入不足、饮食结构不均衡或消化吸收不良的情况，加

剧营养不良和衰弱的发生。 

3.3 睡眠质量 

睡眠作为恢复体力和精神的重要方式，其质量直接

影响到老年人的日常功能和健康状态。乡村老年人常面

临入睡困难、夜间频繁醒来等睡眠问题，这些问题可能

由不规律的生活习惯、不稳定的情绪或者不利的生活环

境引起。长期的睡眠问题会导致身心疲惫，从而加剧衰

弱的程度[12]。 

3.4 认知功能 

郑璐芳[13]研究表示认知功能是影响乡村老年衰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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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因素，二者之间也相互影响，并衍生出认知衰弱的

概念。认知衰弱以躯体衰弱和认知障碍之间的联结点为

前提，与糖尿病、高血压、心力衰竭等慢性病存在着一定

联系，影响乡村老年人的身心健康[14]。 

3.5 体育锻炼 

体育锻炼对于维持老年人的肌肉质量和机体活力至

关重要。然而，在乡村地区，由于基础设施和运动设施

的缺乏，以及传统观念的影响，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的

比例较低，这直接影响了他们的身体健康和抵御衰弱的

能力[15]。 

4 总结与展望 

乡村老年人衰弱问题需要社会各界的紧密关注。虽

然相关研究已取得进展，但对乡村地区的研究仍不充分。

衰弱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性别、年龄、经济条件、营养

状况及生活习惯等。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老年人应提

高健康意识，医护人员需开展针对性的健康教育，政府

则应加强乡村医疗资源投入和医护人员待遇，从而全面

提升乡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促进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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