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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衰弱成为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对老年群体的健康状况和生活质
量产生消极影响。该文通过回顾国内外衰弱的测量工具、流行现状、危险因素、不良结局和主要预防控制措施

的相关研究，从而为评估老年群体衰弱现状、针对性地提出缓解老年衰弱措施提供参考依据和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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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种老年综合征，衰弱在心理上表现为对
精神层面压力的承受能力降低，而在生理上通常表

现为机体功能的下降［１］。随着全球老龄化进程的

不断加速，衰弱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和负面影响也愈

发严峻［２］。所以，作为老龄化社会复杂的社会问题

和公共卫生问题，老年衰弱逐步受到世界各国的重

视与研究［３］。如何妥善应对老年衰弱，已成为我国

健康老龄化社会进程中的重要内容之一。积极发现

与控制衰弱的危险因素是预防与控制老年衰弱的有

效策略［４］，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在不同的

衰弱阶段给予不同的干预措施，可以有效避免和延

缓不良结局的发生，进而提升老年群体的生活质量

和幸福感［５］。重视老年衰弱的预防与控制不仅是

提升老年群体身心健康和社会适应力的关键环节，

更是推动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与健康老龄化社会建

设的重要内容。

本文通过对老年衰弱的测量、流行现状、不良结

局及其预防和控制策略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以期

提高社会及临床对老年衰弱患者的关注和重视，为

进一步探索老年衰弱的测量方法、诊断标准和制定

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科学合理的控制策略提供依据。

１　老年衰弱测量
学术界对于衰弱的测量尚未达成一致［６］，目前

较为广泛的是使用衰弱躯体表型的定义来测量衰弱

状态。ＦＲＡＩＬ量表［７］、ＫｉｈｏｎＣｈｅｃｋ清单［８］、Ｔｉｌｂｕｒｇ
Ｆｒａｉｌｔｙ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９］、衰弱指数［１０］和衰弱 －非残疾问
卷［１１］等其他测量工具也有所应用。鉴于衰弱的测

量与收集没有统一的工具，为了提高不同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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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可比性，鼓励学者们在进行深入研究时重视

应用较多、认可度高的测量方法和工具。

从衰弱测量内容看，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躯体

衰弱方面，也有学者关注到认知衰弱［１２］、心理衰弱

和社交衰弱［９，１３］等概念。同时，把衰弱作为一个统

称的集合名词而非细化具体躯体或是心理的内容的

相关研究在文献中也有报道［８，１４］。

从衰弱状态分类看，多数研究依据不同的临界

值将衰弱分为衰弱前期、衰弱、健康等不同的阶

段［１５］。这表明从健康到衰弱是一个动态变化、循序

渐进的过程，换句话说，衰弱是同其他慢性疾病一样

可以从不同的发展阶段去预防和干预的，尽早采取

有效的预防和干预策略及措施有益于减少或延缓衰

弱的发生和进一步发展［１６］。

从衰弱状态收集方式看，多数研究是依据自评

的方式来收集和测量研究对象衰弱资料［１７］，也有结

合客观测量与对象自评方式的相关研究［１１，１８］。但

有研究指出，对象自评或是自我报告会产生测量偏

倚，所以在开展研究时要采取合适的方法减少偏倚

对研究结果的影响［１９］。

２　老年衰弱流行现状
老年衰弱的患病率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不断

升高。衰弱的患病率因年龄段、地区、受教育程度的

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２０］。田鹏等［２１］对老年衰弱患

病率的Ｍｅｔａ分析显示，我国养老机构、医院和社区
三类老年人群的患病率分别为 ４４．３％、２２．６％和
１２．８％。有研究［２２］提出的衰弱躯体表型研究评估

结果显示，老年衰弱患病率在低、中、高受教育程度

的老年群体中有差别，患病率分别为７８．８％、
１６．２％、５．０％，这表明受教育程度与老年衰弱患病
率有联系，文化水平较高的老年群体衰弱患病率相

对较低。

衰弱的发生、发展机制较为复杂，是多种因素交

互影响的结果。现有研究已证实老年衰弱的影响因

素主要包括遗传因素［２３］、生长发育情况（个体机体

发育过程中的营养积累程度、运动锻炼水平）［２４］、多

病共存状态（冠心病、糖尿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恶性肿瘤等）［２５２６］、营养不良（营养评分较差或摄入

营养素少于 ３种等）［２７］、不良生活习惯（饮酒、吸
烟）［２８］、多种药物治疗等［２９］。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

（性别、年龄、婚姻质量、经济状况、受教育程度、社

会地位）［２８，３０］在对老年衰弱的发生、发展过程也有

一定的作用。已有研究结果表明，女性衰弱风险更

高［３１］；随着年龄的增加，衰弱现象越普遍，高龄群体

衰弱风险最大［３２］；社会经济地位低在一定程度上增

加了衰弱风险［３３］；受教育程度较低以及单身、丧偶

或离婚的情况也会导致衰弱［３４３５］。值得关注的是，

不同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和其他相关变量对衰弱状态

的影响也存在交互作用［３６］，在农村地区，自我忽视

水平高、社会支持较差的女性老年群体容易出现衰

弱［１４］。

３　老年衰弱不良结局
衰弱造成老年人机体多系统功能失调，面对刺

激的反应能力降低，增加了对不良健康结局的易感

性［１］。现有研究已证实，老年衰弱对老年人个体、

家庭及社会都会带来一定危害。对于老年人个体而

言，衰弱会对老年群体的精神状态产生消极影响，造

成其焦虑、抑郁，甚者更会出现情绪失控、谵妄

等［３７］。衰弱也会导致老年人平衡力、视力受损，使

其容易发生意外摔跤和自发性跌倒［３８］，从而增加骨

质疏松、骨折、残疾、自杀、失能、死亡等不良健康事

件的发生率［３７］，这直接影响了老年人的日常活动和

自理能力，降低其生活质量和幸福感［２］。

除了给老年人个体造成负面影响，衰弱也给家

庭和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负担。首先，面临衰弱问

题的老年人往往需要更多的生活照护和帮助，可能

会引起照护人员的身心健康问题、压力和倦怠［３９］。

其次，受衰弱困扰的老年人对医疗卫生服务需求更

大，相应地医疗照护服务和医疗费用也会增加，从而

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经济压力，对公共卫生保健系统

提出更高要求［４０］。

４　老年衰弱预防及控制策略
由于目前老年衰弱尚无有效的临床治疗方案，

因此积极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及策略来减少衰弱的

发生、发展是主要的对策。已有研究［１６］证实，衰弱

是可逆的、可预防的，即针对衰弱危险因素进行有效

的预防和控制、制定必要的干预策略和措施能够减

缓衰弱的发生和发展。

４．１　补充膳食营养，优化饮食结构　已有研
究［４１４２］发现，进行营养干预可以有效减少老年衰弱

出现的风险。因此，可以采取营养干预的综合策略。

首先，鼓励老年个体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均衡营养

搭配，在日常饮食中注重蛋白质和满足人体所需维

生素的摄入，推广地中海饮食模式［４３］。其次，主张

制定个性化的家庭营养干预措施。有研究表明，以

家庭为单位，结合营养师和物理治疗师等专业人员

·５７２·中国临床保健杂志　２０２３年４月第２６卷第２期　ＣｈｉｎＪＣｌｉｎ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ｐｒｉｌ２０２３，Ｖｏｌ．２６，Ｎｏ．２



指导，提供个性化饮食咨询并进行持续随访能够有

效降低衰弱评分、提高握力和步态速度，从而改善老

年衰弱状态［４４］。最后，社会层面，宣传使用营养健

康量表，早日识别营养不良的老年群体，通过健康教

育、健康促进的方式，营造均衡营养搭配的饮食习惯

氛围和社会环境。现有研究证明，评估营养状况对

早期临床发现和预防衰弱发挥积极作用。社区通过

营养测评工具评估老年人的营养状况，识别大部分

衰弱和衰弱前期患者，从而进行营养干预［４５］。

４．２　增加社会支持，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随着健康
社会因素研究的深入，各种社会因素在改善身心健

康状况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有证据［４６］表

明，社会支持要素在减少老年衰弱的发生、发展方面

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如何开发这类积极的社会资源

来预防和控制衰弱，尤为重要。第一，积极发挥家庭

成员的作用。子女及亲属应加强对老年群体的社会

支持，降低其自我忽视程度［１４］，提高家庭生活的满

意度、舒适度，增强老年群体家庭归属感；鼓励并支

持老年人积极参与各类社会团体活动，减少其内心

焦虑与孤独，提高其生活质量［４７］。第二，充分发挥

社区协调作用。一方面，社区要加强对空巢、独居老

人的及时筛查，评估其躯体与心理状况，开展健康教

育和干预计划，做到提前预防、有效干预［４８］。另一

方面，社区和基层医疗服务机构卫生人员要及时识

别老年衰弱危险因素，有效采取健康管理措施，培养

老年群体健康意识，降低老年人衰弱的风险和死亡

率［１６］，同时倡导尊重和关心老年人的社区环境与

氛围。

４．３　鼓励适量体育锻炼，结合科学运动模式　适量
合理的体育运动锻炼能够改善身体功能，从而预防

老年衰弱的发生、发展。为更好地发挥体育锻炼在

预防与控制中的作用，一方面，鼓励老年个体在日常

生活中重视体育锻炼。研究［４９］发现老年人参加体

育活动的意愿和比例都较低，因此，如何激发老年人

进行合理、适量运动锻炼的意愿且形成健康体育锻

炼的理念需要关注与研究。与此同时，要坚持适度

的运动强度、频率和持续时间，辅助老年群体科学合

理地进行运动锻炼，选择适宜的运动方式与方法，减

少过量运动带来的负面作用［５０］。另一方面，发挥家

庭成员在老年人功能运动训练中的作用。前期研

究［５１］已发现，以家庭为基础的运动干预措施在改善

老年人躯体衰弱、功能表现、平衡力等方面均具有良

好的可行性和有效性。而且，团体和家庭锻炼计划

以及由职业治疗师提供的家庭安全干预措施可减少

老年人对运动摔跤的恐惧，可以更好地提升运动锻

炼对老年衰弱的防制效果。

５　总结
老年衰弱流行带来的挑战是老龄化社会需要面

对和处理的重要问题。因此，本文建议应从补充膳

食营养，优化饮食结构；增加社会支持，营造良好社

会环境；鼓励适量体育锻炼，坚持科学的运动模式等

方面实施老年衰弱的预防与控制策略具有重要意

义。同时，建议充分考虑相关预防与控制措施的可

行性和适宜性，针对我国老年衰弱人群特征及基本

国情特点制定衰弱的相关措施，为提升健康老龄化

水平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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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３６７２．

［３７］耿圆圆，张薇，周，等．老年人衰弱的心理社会因素流行病学

研究进展［Ｊ］．中国老年学杂志，２０２１，４１（８）：１７５２１７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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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ｍｅｃａｒｅｕｓｅｒｓｗｉｔｈ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ａｎ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Ｊ］．ＢＭＣＧｅｒｉａｔｒ，２０１５，１５：１７０．

［４０］ＣＥＳＡＲＩＭ，ＰＲＩＮＣＥＭ，ＴＨＩＹＡＧＡＲＡＪＡＮＪＡ，ｅｔａｌ．Ｆｒａｉｌｔｙ：ａｎｅ

ｍｅｒｇｉｎｇ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ｐｒｉｏｒｉｔｙ［Ｊ］．ＪＡｍＭｅｄＤｉｒＡｓｓｏｃ，２０１６，１７

（３）：１８８１９２．

［４１］张洁，张丹丹，王海妍．衰弱老年人非药物干预的研究进展

［Ｊ］．中华护理杂志，２０２０，５５（１０）：１５８８１５９３．

［４２］武静，王春艳，魏周霞，等．营养干预与老年衰弱相关性的研究

进展［Ｊ］．国际老年医学杂志，２０２２，４３（４）：４８３４８６．

［４３］郭松，李军文，谢林娟，等．中国养老机构老年人衰弱影响因素

的Ｍｅｔａ分析［Ｊ］．中国疗养医学，２０２２，３１（９）：９０２９０６．

［４４］ＷＡＴＡＮＡＢＥＹ，ＹＡＭＡＤＡＹ，ＹＯＳＨＩＤＡＴ，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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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Ｊ］．ＪＣａｃｈｅｘｉａＳａｒｃｏｐｅｎｉａＭｕｓｃｌｅ，

２０２０，１１（１）：２６３７．

［４５］ＫＵＲＫＣＵＭ，ＭＥＩＪＥＲＲＩ，ＬＯＮＴＥＲＭＡＮＳ，ｅｔａｌ．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ｆｒａｉｌｔ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ｍｏｎｇｇｅｒｉａｔｒｉｃ

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Ｊ］．ＣｌｉｎＮｕｔｒＥＳＰＥＮ，２０１８，２３：１１２１１６．

［４６］刘艾红，彭颖洁，朱文莉，等．社会支持、抑郁对社区老年人衰弱

的影响分析［Ｊ］．中华现代护理杂志，２０２２，２８（２０）：２６９０２６９３．

［４７］王守琦．农村空巢老人孤独对衰弱的影响研究［Ｄ］．长春：吉林

大学，２０１８．

［４８］任青卓．社区老年人衰弱筛查工具的引进及衰弱预防管理策

略研究［Ｄ］．广州：南方医科大学，２０１９．

［４９］ＭＣＰＨＥＥＪＳ，ＦＲＥＮＣＨＤＰ，ＪＡＣＫＳＯＮＤ，ｅｔａｌ．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ｏｌｄｅｒａｇ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ｆｏｒｈｅａｌｔｈｙａｇｅｉｎｇａｎｄｆｒａｉｌｔｙ［Ｊ］．Ｂｉｏｇｅｒ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１７（３）：５６７５８０．

［５０］蒲虹杉，董碧蓉．老年肌少症与衰弱和营养［Ｊ］．中国临床保健

杂志，２０２１，２４（５）：５７７５８１．

［５１］ＳＴＯＯＫＥＹＡＤ，ＫＡＴＺＥＬＬＩ．Ｈｏｍｅ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ｉｎｆｒａｉｌ

ｏｌｄｅｒａｄｕｌｔｓ［Ｊ］．ＣｕｒｒＧｅｒｉａｔｒＲｅｐ，２０２０，９（３）：１６３１７５．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１００９）

·综述·

基金项目：中央高水平医院临床科研专项（２０２２ＰＵＭＣＨＢ１３２）
作者简介：路菲，博士研究生，Ｅｍａｉｌ：２５３４３６３７７６＠ｑｑ．ｃｏｍ
通信作者：刘晓红，主任医师，Ｅｍａｉｌ：ｘｈｌｉｕ４１＠ｓｉｎａ．ｃｏｍ

老年人内在能力实践研究进展

路菲，刘晓红
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北京１００７３０

［摘要］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老年人健康问题日益突出，碎片化的医疗服务不能满足老年人的需求，老
年人照护模式应从以疾病为中心向以功能为中心转变。健康老龄化指发展和维护老年人功能发挥的过程，由

内在能力、环境以及两者间相互作用决定。针对内在能力的干预，目前相关研究不多。该文主要对内在能力的

临床实践进行综述，以期为老年人健康管理提供参考。

［关键词］　健康老龄化；病人医疗护理；内驱力；环境；老年人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６７９０．２０２３．０２．０３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ｎ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
ＬｕＦｅｉ，ＬｉｕＸｉａｏｈｏ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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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ｇ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７３０，Ｃｈｉｎａ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ａｕｔｈｏｒ：ＬｉｕＸｉａｏｈｏｎｇ，Ｅｍａｉｌ：ｘｈｌｉｕ４１＠ｓｉｎａ．ｃｏｍ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ｉｔｈｔｈｅａｇ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ｈｅａｌｔｈ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ｉｓｂｅｃｏｍｉｎｇｍｏｒｅａｎｄｍｏｒｅｐｒｏｍｉ
ｎｅｎｔ．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ｅｄ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ｃａｎｎｏｔｍｅｅｔｔｈｅｎｅｅｄｓｏｆ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Ｔｈｅｃａｒｅ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ｔｒａｎｓ
ｆｏｒｍｅｄｆｒｏｍ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ｅｎｔｅｒｅｄｔｏ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ｅｄ．Ｈｅａｌｔｈｙａｇｉｎｇｒｅｆｅｒｓｔｏ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ｗｈｉｃｈｉ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ｂ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ｍ．
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ｆｅｗｒｅｌａｔｅｄ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ｍａｉｎｌｙｒｅｖｉｅｗｓ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ｉｎ
ｔｒｉｎｓｉｃ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ｈｅａｌｔｈ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Ｈｅａｌｔｈｙａｇｉｎｇ；Ｐａｔｉｅｎｔｃａｒｅ；Ｄｒｉｖ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ｇｅｄ

　　２０１５年，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１］提出“健康老
龄化”，指出健康老龄化并不意味着无病生活，而是

保持晚年生活质量所需的功能发挥的过程，这是由

内在能力、相关环境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决定的。２０２１年ＷＨＯ提出“健康老龄化十年行动
２０２０—２０３０”［２］，涉及四个领域，包括：①改变对衰
老的看法和行为；②支持社区干预维护老年人的内
在能力，促进功能发挥；③提供以人为本的整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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