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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地处中部地区# 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

展# 农民在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改善的同时 # 也越

来越关注自身的生存质量 #即不仅要延长寿命 #

而 且 要 身 体 健 康 $ 欧 洲 五 维 度 健 康 评 定 量 表

!

(=!7,

"具有标准化%能做跨文化比较%测量一般

性健康相关生命质量的特性#且内容简单%文字通俗

易懂#对受试者的文化程度要求不高#已经被广泛应

用于农村地区的健康相关生命质量的测量 &

<

'

#目前

包括
(=!7,!>-

和
(=!7,!7-

两个版本$ 本研究采用

(=!7,!7-

量表对安徽省农村居民进行调查#了解其

健康相关生命质量和相关的影响因素#为今后改善农

村居民生命质量提供参考依据及建议$

一!对象与方法

!一" 调查对象

综合考虑地理位置% 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研究的

便利性原则# 在安徽省四个农村地区抽取符合条件

的农村居民进行入户调查#对象纳入的标准(

!

年龄

<?

周岁及以上)

"

常住户籍居民!在户籍地居住满

半年")

#

自愿配合#能够理解调查员的提问并予以

相应的回答$

!二"调查工具及变量定义

<@ (=!7,!7-

量表

(=!7,!7-

量表作为
(=!7,

量表的一个版本已

经通过了信效度检验# 且该版本在提高灵敏度和降

低天花板效应方面显著优于
(=!7,!>-

版本&

9A>

'

$ 该

量表包含健康描述系统和
(=!'!*

两个部分&

B

'

$ 健

康描述系统包括五个维度(行动%自我照顾%日常活

动%疼痛
C

不舒服%焦虑
C

抑郁#每个维度又分为
7

个

水平 (没有问题 ! 第
<

水平 "%轻度问题 !第
9

水

平"%中度问题!第
>

水平"%严重问题!第
B

水平"%

极其严重问题!第
7

水平"$ 而
(=!'!*

反映的是受

!"#$%&'()*+,-./01

管娟中#王丽丹#张冬梅
!安徽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安徽 合肥

9>::>9

"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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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26-.5Q����� 7 �� 60-65s ���w���0_ d¡�¢£)*+,

-./0"¤¥"¢£67Q ��#i��_��#���¢£+, !"!()* KD23`V"¤¥

¦6s ¨5©)*+,"��#i��_��#��O�Qª«¬®¯�°�[_ d¡±�

²[\"23s

关键词"

)*+,³2345-./0³!"!%$!%& 0F³KD23

中图分类号"

)<D7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B;D

#

9:";

$

:7%>BD%&&7

'()

"

"&*+,-- # ./012334&";&7&<

基金项目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 *农村地区
9

型糖尿病
+3EF0G

模型构建及相关干预策略经济学评价 +

!

;<B>::B

")安徽医科大学博士项目资助!

9:<;

年"

收稿日期(

9:<;A:BA:?

作者简介(管娟中!

<DD<

, "#女#安徽六安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王丽丹!

<D8<

, "#

女#安徽亳州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卫生经济政策与管理#通信作者)张冬梅!

<D?;

, "#女#安徽池州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

向为疾病预防控制管理#通信作者$

>B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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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受访者
"#!$%!$&

各维度不同水平构成

访者对个人身体健康状况的主观判断# 从
:

到
<::

分#

:

分代表$心目中最差的健康状况%#

<::

分代表

$心目中最好的健康状况%#分数越高代表受访者自

我感觉越健康&

9=

变量定义

社会人口学特征变量'性别(年龄(婚姻(文化程

度和职业& 体力活动量'

!

重度活动!如慢跑(重农

活(负重爬楼(骑车爬坡等")

"

中等活动!如骑车(跳

舞(快走(拖地等")

#

轻度活动!如烹饪(钓鱼(散

步(整理物品等")

$

活动量较少!静坐为主'读书(

吃饭(看电视(案头工作等
>

& 慢性病患病'调查前半

年内#经医务人员明确诊断为慢性病#包括高血压(

糖尿病(心脏病(中风等疾病&

!三" 统计学方法

使用
(?2,3@3A=<

建立数据库#对数据进行双录

入# 运用
*B**<;= :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C!7,!7-

各维度构成采用百分比描述#

(C!'!*

得分采用均

数
#

标准差描述#将五维度第
<

水平作为$没问题%#

第
9$7

水平作为 $有问题 %& 不同特征人群的

(C!'!*

得分和五维度不同水平之间的差异性检验

分别运用方差分析和卡方检验#采用秩相关分析和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探讨不同维度水平和
(C!'!*

得

分的关联性大小#检验水准
%D:= :7

&

二!结 果

!一"样本基本情况

共调查农村居民
< :;:

人#剔除不合格问卷#有效问

卷
< :EE

份& 调查对象平均年龄
EF

岁#最大
8G

岁#最小

<F

岁)其中男性
EE=9H

#女性
77=8H

)汉族占
G8=7H

)婚姻

状况中已婚比例最高!

8A=:H

"#其次是离异和丧偶!

;=EH

"#

未婚为
F=7H

)受教育程度方面#以初中为主!

A7=7H

"#其次

为小学以下
IA<=9H>

#高中及以上占比最低!

<7=FH

")职业

以务农为主!

E:=<H

"#其次为打工或个体!

9F=9H

")慢性

病报告患病率达到
98=;H

&

!二"

!"!#$!%&

总体测量情况

调查人群的
(C!'!*

均值为!

8A=8:#<7=AF

"分&

表
<

显示#

EG=;H

的受访者在任意一个维度均没有

问题#五个维度没有问题的比例依次是 '自我照顾

!

GE=GH

"( 行 动 能 力 !

8;=7H

"( 日 常 活 动

!

8;=:H

"( 焦虑
J

抑郁 !

;8=8H

"( 疼痛
J

不舒服

!

78=:H

"& 而存在中度及以上问题主要来自于

疼痛
J

不舒服!

<9=E=H

"和焦虑
J

抑郁!

E=<H

"& 该样本

人群的主要健康问题是疼痛
J

不舒服
KE9=9H>

和焦虑
J

抑郁
K9<=9H>

两个方面&

!三"不同特征人群的生命质量差异

(C!'!*

评分在年龄 (婚姻状况 (文化程度 (

从业状况 (体力活动量 (有无慢性病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L:=:7

"#在性别方面的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M:=:7

"& 年龄越小 (文化程度越高 (无

慢性病人群的
(C!'!*

得分较高 # 生命质量相

对较好 !表
9

"&

表
A

结果显示#不同婚姻状况(文化程度(职业(

体力活动量( 是否患慢性病的居民在行动( 自我照

顾(日常活动(疼痛
J

不舒服(焦虑
J

抑郁五个维度上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L:=:7

"&离异或丧偶 (文

化程度小学以下 (务农 (患有慢性病的人群五个

维度存在问题比例都高于其他人群 & 不同性别

的人群在焦虑
J

抑郁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且

女性的焦虑
J

抑郁的评价要差于男性 & 不同年龄

之间的焦虑
J

抑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但随着年

龄增大 #行动 (自我照顾(日常活动和疼痛
J

不舒服

四个维度存在的问题越多&

!四" 不同维度水平与
!"!'()

得分的相关性

分析

以
(C!7,!7-

量表的每一个维度水平分别与

(C!'!*

得分做相关性分析 !表
E

"# 五个维度与

(C!'!*

得分之间存在负相关# 且对
(C!'!*

得分

相关性大小依次是'疼痛
J

不舒服 (焦虑
J

抑郁 (日常

活动 (行动能力 (自我照顾 & 五个维度内部之间

的影响关系表现为 ' 行动能力与日常生活之间

的关联最大 #疼痛
J

不舒服和焦虑
J

抑郁之间的关

联性最大&

*

"KH>

+

维度 没有问题 轻度问题 中度问题 严重问题 极其严重问题

行动能力
G<E

!

8;=7

"

8G

!

8=7

"

A<

!

A=:

"

<:

!

<=:

"

:

!

:=:

"

自我照顾
GG<

!

GE=G

"

A;

!

A=7

"

<9

!

<=<

"

E

!

:=E

"

:

!

:=:

"

日常活动
G:8

!

8;=:

"

GF

!

G=9

"

9A

!

9=9

"

<F

!

<=7

"

<

!

:=<

"

疼痛
J

不舒服
F:7

!

78=:

"

A<:

!

9G=;

"

<:7

!

<:=<

"

99

!

9=<

"

9

!

:=9

"

焦虑
J

抑郁
89A

!

;8=8

"

<;G

!

<;=<

"

AE

!

A=A

"

8

!

:=8

"

:

!

:=:

"

任一维度
7<G

!

EG=;

"

E78

!

EA=G

"

<E7

!

<A=G

"

E9

!

E=:

"

9

!

:=9

"

A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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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特征人群五维度生命质量分析 !

!=>?

"

分组
行动
能力

自我照顾 日常活动
疼痛

@

不舒服
焦虑

@

沮丧

性别

男
AB

!

<:CD

"

9<

!

ACD

"

7E

!

<<C7

"

<8E

!

EBC;

"

8<

!

<;CD

"

女
8<

!

<ECB

"

E9

!

7C7

"

8E

!

<AC9

"

97D

!

AECB

"

<A:

!

9AC:

"

!

9 值
9C7<; :CADD <C;:D <C8;D DCA:A

"

值
:C<<E :CAB7 :C<B9 :C<;< :C:<<

年龄!岁"

<DF9B :

!

:C:

"

:

!

:C:

"

<

!

:C7

"

9;

!

<AC;

"

EA

!

<8C7

"

E:FAA 8

!

EC:

"

E

!

<C<

"

<B

!

;C<

"

8;

!

E9CE

"

AB

!

<8C9

"

A7F7B A:

!

<<CB

"

<;

!

7C<

"

E8

!

<<CE

"

<A8

!

AAC:

"

;<

!

9<C<

"

!D: 89

!

E9C9

"

EE

!

<9CB

"

;8

!

E:CD

"

<;;

!

DBCA

"

D;

!

9DCE

"

!

9 值
<EBC97E 7<CEE: <:AC:EB <A7C88B DC<88

"

值
G:C::< G:C::< G:C::< G:C::< :C<:E

婚姻状况

未婚
<

!

<C7

"

<

!

<C7

"

9

!

9CB

"

<:

!

<AC;

"

<E

!

<BC<

"

已婚
BB

!

<:C:

"

AA

!

ACB

"

<:8

!

<9

"

E;B

!

A9C9

"

<8<

!

9:C<

"

离异
@

丧偶
E:

!

E8CB

"

8

!

<:CA

"

9D

!

EEC8

"

7:

!

EEC8

"

9;

!

E7C<

"

!

9 值
78C8D; DCA:; EDC<79 E;CA<8 BCD7B

"

值
G:C::< :C:A< G:C::< G:C::< :C::8

文化程度

小学以下
;B

!

9AC9

"

E<

!

BC7

"

8<

!

9AC8

"

<B<

!

78CD

"

8A

!

97C8

"

小学
9:

!

<<C:

"

8

!

ACA

"

9:

!

<<C:

"

;7

!

A<CA

"

A<

!

99C;

"

初中
9A

!

DC7

"

<:

!

9C;

"

98

!

;C7

"

<9D

!

EAC:

"

DA

!

<;CE

"

高中及以上
;

!

AC9

"

A

!

9CA

"

;

!

AC9

"

A;

!

98CE

"

E9

!

<BCE

"

!

9 值
DACEA< 9:C9DB D9C:98 7BCAED 8C<E8

"

值
G:C::< G:C::< G:C::< G:C::< :C:AE

职业情况

务农
D:

!

<ACE

"

9<

!

7C:

"

DE

!

<7C:

"

9<:

!

7:C<

"

BD

!

99CB

"

正式员工
A

!

7C<

"

9

!

9CD

"

A

!

7C<

"

98

!

E7CB

"

<<

!

<AC<

"

打工
@

个体
<A

!

7C<

"

7

!

<C8

"

<A

!

7C<

"

;8

!

98C7

"

A:

!

<ACD

"

无业
@

其他
79

!

<BC:

"

97

!

BC9

"

77

!

9:C<

"

<9E

!

A7C<

"

;A

!

9;C<

"

!

9 值
9BCD9E <DCA;9 EEC<D< EAC<DA <7CB79

"

值
G:C::< :C::< G:C::< G:C::< :C::<

体力活动量

重度活动
97

!

BC:

"

D

!

9C9

"

9D

!

BCE

"

<E9

!

A;CE

"

7B

!

9<C<

"

中等活动
ED

!

BC9

"

<8

!

ACD

"

E;

!

BC7

"

<AA

!

EDCB

"

DD

!

<DCB

"

轻度活动
AB

!

<7CD

"

<;

!

7CA

"

7;

!

<8C9

"

<ED

!

AECE

"

;8

!

9AC8

"

活动量较少
9:

!

E9C8

"

<9

!

<BC;

"

<D

!

9DC9

"

9;

!

AACE

"

<8

!

9BC7

"

!

9 值
E9C8EE E9C<;: 9ACEDD ;C;:7 BC9B9

"

值
G:C::< G:C::< G:C::< :C:7E :C:9D

慢性病

是
BE

!

E<C:

"

E7

!

<<C;

"

8;

!

9BC:

"

9<:

!

;:C:

"

<<E

!

EEC;

"

否
EA

!

<:C:

"

<A

!

<CB

"

AE

!

DC:

"

9<;

!

E:C<

"

<:<

!

<7C;

"

不清楚
E

!

<ECD

"

A

!

<8C<

"

D

!

9;CE

"

<9

!

7AC7

"

;

!

E<C8

"

!

9 值
<EACA:; ABCD9; <:ECEDE <A:C9<E A9C;A8

"

值
G:C::< G:C::< G:C::< G:C::< G:C::<

表
"

不同特征人群
#$!%&'

评分及影响因素分析

分组 人数#

!=>?

$

'!*

得分 !分"

#

值
"

值

性别 <C9A8 :C<B:

男
AD<

!

AAC9

"

8EC9D#<7C;B

女
78E

!

77C8

"

8AC9A#<7C:<

年龄!岁"

ACA8< G:C::<

<DF9B <8A

!

<;CD

"

88CA;#<:CA7

E:FAA 9DB

!

97C8

"

8DC:B#<ECA<

A7F7B EED

!

E9C9

"

8ECB7#<AC97

!D: 977

!

9ACA

"

;;C87#<BCE8

婚姻状况 9C:DE :C::9

未婚
D8

!

DC7

"

88C<9#<:C:D

已婚
8BB

!

8DC<

"

8AC:B#<7CE9

离异或丧偶
;;

!

;CA

"

;DC;A#<;CD:

文化程度 ACBA< :C::<

小学以下
E9D

!

E<C9

"

8:CB8#<8C7A

小学
<8<

!

<;CE

"

8ECEE#<ACEB

初中
E;<

!

E7C7

"

87C99#<ECDD

高中及以上
<DD

!

<7CB

"

8DC;E#<<CB:

职业情况 <CB:D :C::7

务农
A<B

!

A:C<

"

89CED#<DC;A

正式员工
;8

!

;C7

"

8;CD8#8CBB

打工或个体
9;A

!

9DCE

"

8DCEB#<9C7D

无业或其他
9;E

!

9DC9

"

89CEA#<DCDA

体力活动量 <C7AD :C:A7

重度活动
9;B

!

9DC;

"

8AC8E#<AC;:

中等活动
EB:

!

E;CA

"

87C<D#<ECA:

轻度活动
E<A

!

E:C<

"

89C9B#<DC<:

活动量较少
D<

!

7C8

"

;8CEE#99CBE

慢性病 7C7;A :C::<

是
E::

!

98C;

"

;7C79#<8CD9

否
;99

!

DBC9

"

8;CA:#<9C:7

不清楚
99

!

9C<

"

;BC:B#<8C;7

!五"不同维度水平与
!"!#$%

得分的多元回归分析

如表
7

所示%自我照顾对
(H!'!*

评分影响没

有统计学意义&疼痛
@

不舒服'焦虑
@

抑郁'日常活

动'行动能力对
(H!'!*

得分有统计学意义%得分

越高%每个维度的水平越低( 根据标准化偏回归系

数大小% 疼痛
@

不舒服和焦虑
@

抑郁是影响
(H!'!*

得分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

三# 讨 论

!一" 农村居民的总体生命质量评价较高#但

疼痛
&

不舒服和焦虑
&

抑郁问题突出

研究发现样本人群五个维度完全健康的比例

E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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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不同维度水平与
"#!$%&

得分秩相关分析

=>!?:@:7

!

变量 行动能力 自我照顾 日常活动 疼痛
A

不舒服 焦虑
A

抑郁
(B!'!*

得分
行动能力

<

自我照顾
:C79D

=

<

日常活动
:CE:9

=

:C7F:

=

<

疼痛
A

不舒服
:CGD9

=

:CD<:

=

:CG:G

=

<

焦虑
A

抑郁
:C9FF

=

:C977

=

:C98D

=

:CD98

=

<

(B!'!*

得分
H:C98G

=

H:C9::

=

H:C988

=

H:CDFD

=

H:CD7F

=

<

变量
! *(

标准化
! "

值
!

值
F7I"&

行动能力
JDC<:9 <C<:G H:C<:D H9C8<< :C::7 H7C9E8KH:CFD;

自我照顾
<CGF: <CE;; :C:D9 :C88F :CD;G H<C8::KGC;8<

日常活动
HGC9:E <C:;D H:C<7: HDCF<8 ?:C::< HECD<9KH9C<::

疼痛
A

不舒服
H7CD:: :CE:8 H:C9EE H8C;<8 ?:C::< HECGFDKHGC<:;

焦虑
A

抑郁
H;C<FD :C;88 H:C978 HFC<9D ?:C::< H8C;G:KH7CEGE

常数项
<:8C9<E <CG7< H ;GC7E8 ?:C::< <:7CDEFK<<<C:EG

表
'

不同生命质量维度对
"#!$%&

得分的贡献

达到
GFC;I

# 较国外普通人群的研究均较高 $例

如 $德国 %

7

&一项研究完全健康状态人群占比达到

G;C7I

!

9 GEF

人"$南澳大利亚%

E

&为
G9C8I

!

9 F:8

人"$英

国 %

;

&为
G;CEI

!

FFE

人"# 本研究中
(B!'!*

得分为

!

8DC8<#<7CDE

"分#这与加拿大%

8

&

%!

89CD#<GC9

"分&'韩

国%

F

&

%!

8DC:#<:C:

"分&'马来西亚%

<:

&

%!

89C:#<DCG

"分&等国家

相比均较高#与国内其他农村地区的研究对比发现$中国

东'中和西部农村%

<<

&的
(B!'!*

得分为!

8:C::#<GC<;

"分$

陕西' 四川' 云南省农村地区的
(B!'!*

得分为

;FC;G

分%

<9

&

$可认为样本人群的总体生命质量较高$

个人的主观健康状态的感觉较好#

研究发现该人群主要的健康问题是疼痛或不

适$存在问题的比例高达
G9C:7I

$同时在焦虑
A

抑郁

方面存在问题的比例也较高 !

9<C<;I

"$ 尤其是女

性'高年龄组的人群$与既往研究结果相同%

<DH<E

&

# 女

性焦虑
A

抑郁的占比!

9GC:I

"高于男性!

<;CEI

"$这与

留守妇女承担子女上学'赡养老人'夫妻异地等带来

的精神心理压力密切相关(随着年龄的增大$身体机

能的退化$各种疾病的困扰$老年人的生理心理健康

问题不断凸显# 因此在今后加强农村人群医疗保健

工作时$既要考虑人群的生理性疾病需求$也要注重

其心理卫生的需求$关注农村居民的心理健康$减轻

精神压力# 在制定卫生政策的时候需要重点关注女

性和老年人群$鼓励留守妇女多参加社会活动$丰富

农村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二#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职业$体力活动

量和慢性病患病是农村居民生命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

影响农村居民生命质量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研

究中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从业状况'体力活动

量都直接影响农村居民的
(B!'!*

自评得分$尤其

是年龄大'离婚
A

丧偶'低文化程度'体力活动量大的

人群的生命质量自评得分更低# 原因可能是由于年

龄的增大$加之农村居民以务农为主$大量的体力活

动会造成生理'社会功能和日常生活能力随之衰退$

较低的文化程度导致预防保健知识的缺乏$ 使得生

活质量也变得越来越差# 此外本研究发现患有慢性

病人群的五个维度有问题的比例明显高于未患病人

群$

(B!'!*

得分
L

!

;7C79#<8CE9

"分
M

也显著低于未患

病人群%!

8;CG:#<9C:7

"分 &# 慢性病患者由于长

期的疾病困扰 '久病不愈使得生理功能受限 $同

时进一步加重了心理负担 $ 严重影响了农村居

民的生命质量 %

<;

&

# 因此今后提高农村人群预防

保健意识 $ 加强农村居民慢性疾病的筛查和防治$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建立健康的生活行为方式$提

高农村地区医疗和社会保障水平$ 将是改善农村人

口生命质量的有效途径#

"三# 疼痛
!

不舒服和焦虑
!

抑郁是影响居民自

评健康主要的原因

本研究中五维度不同水平与
(B!'!*

得分之间

的关联性分析发现$ 疼痛
A

不舒服和焦虑
A

抑郁之间

的关联最强$ 且是影响
(B!'!*

自评得分高低的重

要影响因素#生理和心理是相辅相成的$生理功能的

障碍会加剧心理抑郁$ 反之心理健康状况不佳经常

导致人们产生沮丧'忧郁等心理疾病$长期处于心理

不佳的状态下$也容易引发心身疾病$影响健康和生

活质量%

<8

&

# 而女性'老年人'离异
A

丧偶'小学以下文

化'务农和慢性病的人群更容易出现疼痛
A

不舒服和

焦虑
A

抑郁等问题# 今后应该鼓励这部分农村居民多

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同时应当做一些心理学科普知

识的宣传$如举办各种形式的文娱活动$开展心理卫

生知识讲座'对村医进行心理知识培训等$引导农民

形成健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从而全面提高农民的

D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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