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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老年人的心理比作一棵大
树，尽管叶子在掉落，树皮已斑驳，但
是里面的树干却更加坚韧。一个人尊
严感最强的两个时期，一个是青春期，
一个就是老年期。所以，社会应该满足
老年人被尊重的需求。

“

霜降过后，层林尽染的红叶开始纷纷飘落。如
果说秋季对于木本植物来说只是让年轮增加一
圈，那么人一旦进入老年则迎来了自己人生的秋
天。总觉得“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并感叹“巾
发雪争出，镜颜朱早凋”。

可见，生理年龄的增加会带来一系列心理的
变化，尤其在我国这个老龄化日益严重的国家，老
年人的身心健康将给社会带来深远的影响。

据统计，我国老年人口 2012年底已达 1.94
亿，今年将突破 2亿，且以每年 1000万的速度增
长，我国已成为当今世界上唯一一个老年人口超
过 2亿的国家。2033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 4亿。
2053年达到峰值 4.87亿，占总人口的 35%。

那么，个体的衰老在身心上会带来哪些改变？
个体的衰老又是怎样影响到社会的？个体衰老与
社会老龄化之间又有怎样的关系？

人是如何衰老的

在探讨衰老的意义前，还是先看看人为何会
衰老？中医认为，人的衰老和肾气有关。在《素问·
上古天真论》中就详细论述了女子以七、男子以八
为基数递进的生长、发育、衰老的肾气盛衰曲线，
明确指出机体的生、长、壮、老、已，受肾中精气的
调节，总结衰老的内因是“肾”起主导作用。老年期
就会出现肾气衰退的表现，如发齿脱落、耳鸣耳
聋、腰酸腿软、夜尿频多等。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
门医院主任医师朱建贵也认为，肾精不足是老年
人主要的生理病理特点，许多老年病是由肾中精
气不足导致，治疗老年病时注重调补肾气，多能取
得很好的疗效。
现代医学认为，人的衰老和自由基有关。中国

科学院院士翟中和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自由
基，化学上也称为“游离基”，是含有一个不成对电
子的原子团。由于原子形成分子时，化学键中电子
必须成对出现，因此自由基就到处夺取其他物质
的电子，使自己形成稳定的物质。在化学中，这种
现象称为“氧化”。过多的自由基会产生破坏行为，
导致人体正常细胞和组织的损坏，从而引起多种
疾病。如心脏病、老年痴呆症、帕金森病和肿瘤。此
外，外界环境中的阳光辐射、空气污染、吸烟、农药
等都会使人体产生更多自由基，使核酸突变，年轻

时人体内有较好的中和系统来排除自由基，降低
它所造成的伤害；然而随着年龄增长，人体修复自
由基的能力也随之下降，这就是人类衰老和患病
的根源。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衰老与端粒有关。科学家

们在寻找导致细胞死亡的基因时，发现了一种叫
端粒———存在于染色体顶端的物质。端粒本身没
有任何密码功能，它就像一顶高帽子置于染色体
头上。在新细胞中，细胞每分裂一次，染色体顶端
的端粒就缩短一次，当端粒不能再缩短时，细胞就
无法继续分裂了。

可以说，人从一出生就开始走向衰老，只不过
衰老的过程在中年后更明显而已。日本著名老年
病研究专家太田邦夫总结了身体各部分的老化现
象：30岁时人体各方面的机能开始轻微下降，比如
皮肤失去弹性，出现皱纹，听力开始下降，心脏的
肌肉变厚，脊椎骨彼此距离缩小，身体的姿势前
倾。

40岁开始，人体可以明显看出衰老，表现为出
现白头发，发际后移。大多数男性在 45岁后出现
远视，身体抗病能力下降，杀灭癌细胞的淋巴细胞
明显减少，体重稍有增加。

50至 55岁，人体衰老速度加快，皮肤松弛，味
觉迟钝，胰脏的胰蛋白酶和胰岛素分泌减少，拇指
指甲生长缓慢。

55至 60岁，人体衰老变得更加剧烈，脑细胞
机能降低，说话声音更高，并且声音发颤，肌肉及
其他组织退化，但由于新陈代谢低下引起体内脂
肪积蓄，因而体重减少并不明显。

60至 70岁，人体衰老速度相对减慢，身高比
青年期降低二至三厘米，味觉更加迟钝，只有青年
期功能的 30％～40％。肺活量较青年期下降
50％。

老年是人生新阶段的开始

如果说生理上的衰老是无法抗拒的，那么心
理上的变化又将给老年人带来哪些影响？
华夏心理网资深心理咨询师荀焱在接受《中

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过去一提到老年人，
总是认为老年人的心理是孤独的、丧失感强的。其
实，如果用发展心理学的观点来看，老年只是人生
新阶段的开始，老年人的心理是一种转换，不是丧

失。比如过去认为老年人的记忆力
减退了，现在看来，老年人只是把
现实记忆变成了意义记忆。他们可
能记不清具体的数字或具体的日
期，但是他们可以记得某一件事所
带来的影响。如果把老年人的心理
比作一棵大树，尽管叶子在掉落，

树皮已斑驳，但是里面的树干却更加坚韧。
在荀焱看来，老年人的情绪敏感度也在增加，

但这种情绪敏感度与儿童不一样，儿童是多变性
的，情绪转换速率快，可以一会哭、一会笑。老年人
相对稳定，但是会比较固执，同时，应激感更加脆
弱，对喜悦、悲伤更加敏感。一个人尊严感最强的
两个时期，一个是青春期，一个就是老年期。所以，
社会应该满足老年人被尊重的需求。这一时期，老
年人一方面希望继续拥有控制感，一方面却感觉
自己在失控。这时，做子女的千万不要当你父母的
父母，要给予老年人充分的尊重。
这种尊重也体现在对老年人婚姻的宽容上。

国外心理学家曾对 175对夫妻进行婚姻满意度调
查，发现从青年期到老年期，婚姻满意度呈一个倒
“U”字形。青年期和老年期，人们对婚姻满意度最
高。尽管如此，随着离婚率增加和社会对离婚看法
的改变，家庭离异也可能成为老年人走出挫折和
充满冲突的人际关系的一个契机。
荀焱指出，老年人还会面临死亡的恐惧。这种

原生恐惧与其说是对自身未来的不确定，不如说
是对身边朋友的丧失感。因为人与现实生活是靠
人连接的，这些朋友的相继离去，会让老年人感到
与生活的割裂。同时，老年人会倾向于回顾自己一
生的所作所为，寻找生与死的意义，并试图为自己
的一生作个总结。他们回顾自己的一生，或撰写回
忆录，或“落叶归根”回到自己原来出生的地方。如
果自己觉得理想实现了，他们会对自己的过去感
到满意，达到良好的自我统合。有一项研究曾对 39
名平均年龄为 76岁的妇女进行调查，发现那些觉
得生活有意义的人最不畏惧死亡。
荀焱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国外没人会觉

得自己已经步入老年，但是在国内，许多人刚过了
50岁，就会有老年心理了。在荀焱看来，这是群体
意识造成的。我国研究老年心理总喜欢从问题出
发，而欧美研究老年心理则看作是人生的发展阶
段。所以，对于家庭和每个人来说，都需要改变认
知，鼓励老年人尝试一些新鲜的事物，让他们的价
值感继续存在。

衰老的影响在老龄化社会中被放大

作为社会的细胞，每一个人的状态都会影响
到整个社会的特征。当一个社会以青壮年为主时，

衰老给个体带来的影响会在社会的发展中被缩
小；但当一个社会中，老年人占到一定比例后，衰老
给个体带来的影响就会被放大。比如，在青壮年为
主要结构的社会中，养老金、养老设施都不是问题。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在接受《中国科学

报》记者采访时指出，老龄化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必
然趋势，许多发达的经济体都存在老龄化问题，其
中，欧洲、日本的老龄化问题比中国要严重。早在
1851年，法国 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 10.1%，
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老龄化国家。此后，瑞典、挪威、
英国等一批欧洲国家也步入老龄化。而日本国民
平均寿命男 79岁、女 86岁，都是世界最高的，其
老龄化进度也远远快于其他国家。早在 1970年，
日本就进入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人口比例占总
人口的 7%），1994年便步入超老龄化社会（65岁
以上人口比例占总人口的 14%）行列。
老龄化会使养老成本提高、社会活力不足、创

新力下降，长期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和
经济增长。在胡星斗看来，经济增长分为两个阶
段，一是依靠资本积累，投资越多、经济增长越快；
二是依靠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源优化。如果一个社
会的创新力下降，同时劳动力出现负增长，就会使
经济增速放缓。因为，劳动力减少后，生产力和消
费能力都会相应降低，青壮年是消费的主力军，没
有消费拉动只靠投资，经济将很难增长。但是，任
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去看。老龄化社会也会带来
新的经济增长点，比如老年用品制造业、老年休闲
旅游业、养老服务业等将会面临新一轮增长。
胡星斗指出，目前，我国在应对老龄化社会方

面有许多问题：一是养老金有很大缺口；二是社会
化养老覆盖面不广，广大农村还没有建立完善的
养老制度；三是养老设施投入不足，民间投资养老
产业积极性不高；四是由于中国人重视亲情家庭，
所以老年人还是愿意住在家人身边，家庭养老是
目前的主流，而众多空巢老人、农村留守老人成为
养老的空白区。
在胡星斗看来，在现代社会，养老还是应该以

社会为主，家庭为辅，这就要求政府加大社会化养
老的投入，同时出台优惠政策，鼓励民间投资者参
与社会化养老服务。另外，要加大养老金的管理，
并提高农村养老标准。
此外，老年人不仅需要充实的物质生活，还需

要丰富的精神生活。一个文明的社会不仅要做到
“老有所养”，还要做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很多国家已经用“资深公民”来代替“老年人”的称
谓，这意味着年龄并不只代表生理的状况，更代表
阅历的丰富与人格的完善。其实，秋天在带来枯萎
和萧瑟的同时，也给世界带来金色和丰收。老年人
也可以“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毕竟“门前流
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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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90年代起，面对日益严峻的老龄化
形势，德国、法国、意大利等率先启动养老制度改
革，并将应对老龄化问题视为国家优先政策，经
过数十年的摸索与实践，形成了一些有效的做
法。

一是灵活调整退休年龄。自上世纪 90年代
起，欧洲国家陆续将法定退休年龄提至 60岁以
上。为维护重体力、高危行业等弱势群体利益，规
定凡满足养老保险金缴纳年限或工龄要求者可
提前退休。很多国家实际退休年龄早于法定退休
年龄。

二是改革养老保险金制度。不少欧洲国家采
取资本基金模式，运用市场机制提高养老保险的
运行效率。在养老金投资方面一般较为谨慎，注
重社会效益，通常选择基础设施建设等实体资
产。

三是改善老年人就业环境。荷兰通过立法废
除了关于老年人就业的歧视性政策，立法禁止因
年龄原因拒绝老年人就业。瑞典为老年人设立各
类学习及培训项目，倡导老年人活到老，学到老。
芬兰政府举办各类公益性主题活动，提升老年人
的社会地位。

四是提高社会服务能力。欧洲社会各界共同
关注老龄化问题，积极创新手段，从本质上改善
养老环境及老年生活质量。法国推出“夕阳红”计
划，倡导健康生活，注重老年人疾病防治。德国在
全国建设“多代之屋”，推动代际交流与沟通。

2001年，欧盟联合区域及地区层面 165个组织共
同建立“欧盟老年人网络平台”，致力于有关老年
人政策制定。

此外，为有效提升劳动人口比例，促进劳动
力市场流动性，欧洲国家鼓励家庭提高生育率，
在德国、俄罗斯等国，还会对多次生育父母给予
直接的经济补贴，并出台优惠移民政策吸引技术
移民。

日本是当今世界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每
5人当中就有 1位老人。面对如此严重的老龄化
局面，日本采取了相应措施。

早在 1963年，日本政府就推出了倡导保障
老年人整体生活利益的《老人福利法》。这部法律

迄今有过多次修订，其
主要内容有：政府出资
修建特别养老院，为痴
呆、卧床不起等体弱老
人提供服务；强调发挥
老人丰富的经验和知
识特长，为他们创造更
多的就业机会；探索和
逐渐确立一种适合于
老人居家养老的方式
和体制，强化对居家养
老服务人员的专业培
训和组织建设，并在财
政预算上实行优惠政

策；组织“老人俱乐部”，吸引老人参与社会活动；
强调社会福利的地方化和一元化，加强地方政府
对老人福利的责任和职权。

日本为老人提供服务的机构大体分为两种：
民营的老人福祉设施和私立的高端养老院。两者
经过政府批准后由民间企业来经营，但民营机构
接受政府补贴。

为了保证养老院的良性运转和避免虐待老
人现象的出现，政府在老人服务机构自我检查基
础上，引入更为客观和公正的第三方评价体系，
包括硬件上的建筑、设备、人员配置以及软件上
的服务质量、老人评价等。这些评价不是通过简
单的检查、打分来达到警示督促的作用，而是在

分析养老院现实的基础上由专业机构提出更好
的改善方法。

2000年，日本在世界上首推养老护理保险制
度，国民需要交纳一定的保险费，65岁后就可以
接受这项保险提供的服务。需要养老护理时可提
出申请，经审查确认后可享受保险部门提供的不
同等级的服务，被保险人只须承担 10%的费用。

日本的养老护理制度是一种“按需养老护
理”，将需护理程度分成了不能站立、不能步行、
不能脱穿裤子、不能排便、不能用餐、不能吞咽
食物、不能记忆等级别，并按照这些不同的级别
提供登门访问型、赴养老机构一日型、短期入住
型、入住特别养老机构型、入住老人福利院等不
同服务。

日本作为老龄化严重的国家，促进生育的举
措也是最强的。日本厚生劳动省作出初步决定，
在 2014年度预算申请中记入 140亿日元支持生
育，这一数额远超 2013年度 94亿日元的预算额
度。预算申请拟加强对怀孕、分娩及产后的支持
力度，其中包括开展让分娩后母子疗养的“产后
护理中心”示范项目，及增加怀孕分娩相关咨询
的人员，并将加强对日渐增加的不孕不育治疗的
支持。除此之外，还将开展由有育儿经验者或年
长者为产后母亲排忧解难、一同外出等“产后伴
侣项目”。而在此之前，日本就已经采取了“产后
关怀”、提高儿童补助、延长产妇产假和提高生育
费用等多项政策。 （扈中平）

如今城市生活的节奏
不断加快，生存的压力越来
越大，上有老下有小的“中
坚”一族，往往就会忽视老
人们的需求。如果这个时
候，有个智能系统可以让你
及时了解父母的健康状况
及各种需要，那当然是求之
不得的。

智能养老即“智能居家
养老”（Smart home care），是
新近流行的一种养老概念。
该养老模式能让老人在日
常生活中不受时间和地理
环境的束缚，在自己家中过
上高质量的生活。

智能养老系统通过在
居家养老设备中植入电子
芯片装置，使老年人的日常
生活处于远程监控状态。

如果老人走出房屋或
摔倒时，智能居家养老系统
中，老人随身戴的手表设备
能立即通知医护人员或亲
属，使老年人能及时得到救
助服务。当老年人因饮食不节制、生活不
规律而带来各种亚健康隐患时，智能居
家养老设备的服务中心也能第一时间发
出警报。智能居家养老设备医疗服务中
心会提醒老人准时吃药和平时生活中的
各种健康事项。如果炉灶上烧着东西却
长时间无人问津，那么安装在厨房里的
传感器会发出警报，如果报警一段时间
还是无人响应的话，这时候煤气便会自
动关闭。老人住所内的水龙头一旦 24 小
时都没有开启过，那么报警系统就会通
过电话或短信提醒老人的家人。

该系统还能全方位监测老人的健康
状况和位置。比如手腕式血压计、手表式
GPS 定位仪等，不仅能随时随地监测老
人的身体状况，也能知晓他们的活动轨
迹。

此外，通过给家中的厕所进行改装
后，系统便会自动监测老人的尿液、粪便
等，这样一来，老人在上厕所的同时，也
完成了医疗检查。系统监测到的数据将
直接传送到协议医疗单位的老人电子健
康档案，一旦出现数据异常，智能系统会
自动提醒老人及时体检。

如果老人想休闲放松，系统会告知
老人当天的电视节目、社区开展的活动
等内容；如果家中房门上安装了娱乐传
感器，老人进门时，便会自动播放主人喜
爱的音乐，并适时调节室内暖气和灯光。

以上说的智能养老系统依靠的是物
联网技术。物联网作为新世纪具有战略
意义的新兴产业，越来越多地被各国政
府和高科技企业所重视。同时，作为未来
最有发展前景的产业之一，尽管物联网
还刚刚起步，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
但有专家称物联网势必将“取代”互联网
在全球人们生活中的战略地位。物联网
能否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方便”，而通
过物联网是否能够真的实现“智能”养
老，还有待时间的检验。但是，社会养老
却是大势所趋。 （扈中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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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如何应对老龄化

有一种观点认为衰老与端粒有关。在新细胞中，细胞每分裂一次，染色体顶端的端粒就缩短一次，当端粒不能再缩短时，细胞就无法继续分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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