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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社会活动参与对我国老年人认知功能的影响及城乡差异。

方法  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2018 年调查数据，共纳入 4 669 名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收集其人口社会学

特征、健康状况、社会活动参与情况及认知功能评分。采用多重线性回归模型分析社

会活动参与对老年人认知功能的影响。结果  4 669 人中认知功能障碍者 880 人，检出

率为 18.0%。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跟朋友交往、棋牌活动、炒股、上网、参

与社会活动数量均为老年人认知功能的影响因素。影响城市老年人认知功能的社会活

动包括跟朋友交往 [  =-0.30，95%CI（-0.59，-0.01），P=0.045]、炒股 [  =-0.65，

95%CI（-0.99，- 0.31），P ＜ 0.001]；影响农村老年人认知功能的社会活动包括跟朋

友交往 [   =-0.46，95%CI（-0.72，-0.20），P ＜ 0.001]、棋牌活动 [  =-0.43，95%CI

（-0.72，-0.14），P=0.003]、炒股 [  =-1.10，95%CI（-1.65，-0.55），P ＜ 0.001]、

上网 [  =-1.18，95%CI（-2.26，-0.10），P=0.033]。炒股与定向力 [  =-0.13，95%CI

（-0.25，-0.01），P ＜ 0.05]、注意力与计算能力 [  =-0.14，95%CI（-0.26，-0.02），

P ＜ 0.05]、语言能力 [  =-0.37，95%CI（-0.53，-0.22），P ＜ 0.01] 三个认知维度均
有统计学关联。结 论  简单交往型（跟朋友交往）和智力参与型（棋牌活动、炒股、上网）

活动是老年人认知功能的重要影响因素，政府应当从政策层面鼓励我国老年人参与社会

活动。与城市老年人相比，同一类社会活动对农村老年人认知功能的影响更大，应给予

农村老年人更多关注，并针对老年个体不同认知维度的衰退，制定更为精细化、可操作

性的干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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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mpact and urban-rural differences of social 
activity participation on cognitive function among Chinese elderly. Methods  This study was 
based on data from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 in 2018, 4 669 
elderly aged 60 years and above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The sociodemographic information, 
health status, social activity participation and cognitive function scores of the elderly were 
collected.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s were employ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on cognitive function of the elderly. Results  Among the 4 669 individuals, 880 
had cognitive impairments, resulting in a detection rate of 18.0%. The results of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socializing with friends, playing chess and card games, engaging 
in stock trading, internet use and the quantity of social activities wer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gnitive function in the elderly. The social activities that affect cognitive function in urban 

elderly were socializing with friends [ =-0.30, 95%CI (-0.59, -0.01), P=0.045] and engaging 
in stock trading [ =-0.65, 95%CI (-0.99, -0.31), P<0.001]. The social activities that affect 
cognitive function in rural elderly were socializing with friends [ =-0.46, 95%CI (-0.72, -0.20), 
P=0.003], playing chess and card games [ =-0.43, 95%CI (-0.72, -0.14), P<0.01], engaging 
in stock trading [ =-1.10, 95%CI (-1.65, -0.55), P<0.001], and internet use [ =-1.18, 95%CI 
(-2.26, -0.10), P=0.033]. Additionally, engaging in stock trading was statistically associated with 

three cognitive dimensions: orientation [  =-0.13, 95%CI (-0.25, -0.01), P<0.05], attention 
and calculation ability [  =-0.14, 95%CI (-0.26, -0.02), P<0.05], and language ability [
=-0.37, 95%CI (-0.53, -0.22), P<0.01]. Conclusion  Simple social interactions (socializing with 
friends) and intellectually engaging activities (such as playing chess and card games, engaging 
in stock trading and internet use) were important factors influencing cognitive function of the 
elderly. The government should encourage social engagement among the elderly through policy 
initiatives. When compared to the urban elderly, these social activities had greater impacts on 
the cognitive function of the rural elderly. Therefore,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given to the 
elderly in rural areas. Tailore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should be developed to address the decline 
in different cognitive dimensions among the elderly, aiming for more precise and actionable 
interventions.

【Keywords】Social activities; Elderly; Cognitive function;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增至 2.64 亿，老龄化

水平升至 18.71%[1]。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

老年人认知功能障碍患病率越来越高，《中国阿

尔茨海默病报告 2021》显示，2019 年我国现存

超过 1 300 万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 

AD）及其他痴呆患者，标化患病率达 682.5/10

万，标化死亡率为 23.3/10 万，呈现高患病率和

高死亡率的“两高”特点 [2]。认知功能由多个认

知领域组成，包括定向力、回忆力、记忆力、注

意力与计算能力、语言能力等，认知功能障碍是

指上述一项或多项认知领域功能受损，并对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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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功能和生活质量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3]。

目前，由于老年人认知功能障碍发病机制尚未明

确，部分药物对延缓、阻止甚至逆转痴呆的作用

有限，因此更加强调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在

认知功能受损初期的重要性 [2]。目前有关认知功

能的影响因素研究大多局限于人口社会学特征，

而社会活动作为老年人晚年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是老年人认知功能的重要保护因素 [4]。社会

活动参与对老年人认知功能的影响尚不清楚，不

同社会活动对各维度认知领域的作用有待阐明。

本研究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2018

年调查数据，分析社会活动参与对老年人认知功

能的影响及其城乡差异，尤其是社会活动参与对

各维度认知领域的影响，继而提出改善老年人认

知功能的更为精细化、可操作性的干预策略，以

期提高我国应对老龄化进程的水平，为实现老年

人认知功能的早期干预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和研究对象  
本 研 究 数 据 来 源 于 CHARLS 数 据 库，

CHARLS 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持，是

针 对 中 国 中 老 年 人 进 行 的 一 项 调 查， 调 查 对

象 是 随 机 抽 取 的 家 庭 中 45 岁 及 以 上 的 人 [5]。

CHARLS 全国基线调查采用概率比例规模抽样方

法（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PPS），抽样覆

盖了不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大陆所有县级单位 [6]。

CHARLS 于 2011 年开展了全国基线调查，分别

在 2013、2015 和 2018 年开展了 3 次全国追踪调

查。本研究基于 CHARLS 2018 年调查数据，选

取 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2018 年

总样本 19 816 人，筛选出年龄 60 岁及以上的老

年人 10  357 人，剔除自变量缺失者 455 人和认知

功能评分缺失者 5 233 人，最终纳入 4 669 人。

1.2 方法  
1.2.1  一般特征  

人口社会学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

婚姻状况、子女数量、城乡属性。健康状况包括

自评健康状况、慢性病状况、生活自理能力状况、

抑郁症状、参加医疗保险情况。在 CHARLS 问卷

的“健康状况和功能”模块中，受访者被询问过

去一个月是否参与以下 10 项社会活动 [7]：①串门、

跟朋友交往；②打麻将、下棋、打牌、去社区活

动室；③无偿向不住在一起的亲人、朋友或者邻

居提供帮助；④去公园或者其他场所跳舞、健身、

练气功等；⑤参加社团组织活动；⑥志愿者活动

或者慈善活动；⑦无偿照顾不住在一起的病人或

者残疾人；⑧上学或者参加培训课程；⑨炒股（基

金及其他金融证劵）；⑩上网。为便于后续分析，

以上 10 项社会活动分别简写为跟朋友交往、棋

牌活动、帮助他人、跳舞健身等、社团活动、志

愿者活动、照顾病人等、参加培训课、炒股、上网。

1.2.2  认知功能量表
CHARLS 使用简易智能精神状态量表（mini-

mental state examination，MMSE）对受试者认知功

能进行了测量，包括定向力（10 分）、回忆力（3

分）、记忆力（3 分）、注意力与计算能力（5 分）、

语言能力（9 分）五个维度，共 11 个条目，总分

30 分，得分越低表明认知功能越差。MMSE 对痴

呆诊断的敏感性达 1.0、特异性达 0.98[8]。本研究

沿用中文版 MMSE 以文化水平划界的标准，文盲

≤ 17 分、小学≤ 20 分、初中及以上≤ 24 分为

认知功能障碍，反之，则为认知功能正常 [9]。

1.2.3  抑郁量表  
CHARLS 采用流调中心十项抑郁评定量表（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y studies scale，CES-D）评定抑

郁情况。该量表包括 10 个条目，每个条目 4 个等级，

总分 30 分。CES-D 的重测信度为 0.49，Cronbach  α 

系数为 0.90，结构效度和校标效度良好 [10]。既往

研究表明，中国老年人群以 CES-D 10 分作为截断

值时，信效度水平较为合理 [11]。因此，本研究将

CES-D 得分≥ 10 分定义为有抑郁症状。

1.3 统计分析  
采用 Stata SE 和 Excel 软件进行数据整理，

采用 SPSS 26.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符合正态分

布的计量资料用均数和标准差（ sx ± ）表示，不

服从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则用中位数和四分位数

间距 [M（P25，P75）] 表示。满足正态性、方差齐

性条件的计量资料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或单因

素方差分析，不满足的则用两样本 Wilcoxon 秩和

检验或多样本 Kruskal-Wallis 秩和检验。计数资

料用频数和百分比（n，%）表示，采用 χ2 检验

或 Fisher's 确切概率法，等级资料采用 Wilcoxon
秩和检验。认知功能影响因素分析采用多重线性

回归模型，首先，将是否参与 10 项社会活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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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活动数量作为自变量，认知功能评分作为因

变量纳入模型，同时校正人口社会学特征和健康

状况等因素；其次，按照城乡属性分层分析；最后，

为研究社会活动对不同维度认知功能的影响，对

MMSE 量表的 5 个维度分别进行分析。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及认知功能比较 
本研究纳入 4 669 名老年人，其中男性 2 857

人（61.2%）。60~64 岁年龄段 1 651 人（35.4%），

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 1 846 人（39.5%），有伴侣

者 3 826 人（81.9%），农村户籍 3 242 人（69.4%），

生活能力障碍者 666 人（14.3%），检出抑郁症

状者 1 478 人（31.7%），自评健康状况良好者 1 

068 人（22.9%）。认知功能障碍者 880 人（18.8%），

不同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城乡属性、

生活能力障碍情况、抑郁症状的老年人认知功

能障碍检出率不同，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1），见表 1。

变量
调查人数

（n, %）

认知功能评分 认知功能障碍

（ sx ± ）/M（P25，P75） Z/H/t值 P值a 例数（n，%） χ2/Z值 P值b

性别 -6.68 ＜0.001 0.43 0.513

 男 2 857（61.2） 25.0（23.0，27.0） 547（19.1）

 女 1 812（38.8） 24.0（21.0，27.0） 333（18.4）

年龄/岁 19.36 ＜0.001 47.35 ＜0.001

 60～64 1 651（35.4） 25.0（22.0，27.0） 378（22.9）

 65～69 1 459（31.2） 25.0（22.0，27.0） 209（14.3）

 70～74 906（19.4） 25.0（22.0，27.0） 146（16.1）

 ≥75 653（14.0） 24.0（21.0，26.5） 147（22.5）

文化程度 877.98 ＜0.001 153.22 ＜0.001

 文盲 1 502（32.2） 23.0（20.0，25.0） 209（13.9）

 小学 1 321（28.3） 25.0（22.0，27.0） 162（12.3）

 初中及以上 1 846（39.5） 26.0（24.0，28.0） 509（27.6）

婚姻状况 -6.68 ＜0.001 7.48 0.006

 有伴侣 3 826（81.9） 25.0（22.0，27.0） 693（18.1）

 无伴侣 843（18.1） 24.0（21.0，26.0） 187（22.2）

城乡属性 -21.75 ＜0.001 49.89 ＜0.001

 城市 1 427（30.6） 26.0（24.0，28.0） 182（12.8）

 农村 3 242（69.4） 24.0（21.0，26.0） 698（21.5）

有无子女 1.20 0.230 0.93 0.335

 有 4 610（98.7） 24.19±3.68 866（18.8）

 无 59（1.3） 23.61±3.42 14（23.7）

是否有慢性病 -0.37 0.712 0.99 0.320

 是 2 174（46.6） 25.0（22.0，27.0） 423（19.5）

 否 2 495（53.4） 25.0（22.0，27.0） 457（18.3）

生活能力障碍 -10.86 ＜0.001 33.98 ＜0.001

 是 666（14.3） 23.0（20.0，26.0） 180（27.0）

 否 4 003（85.7） 25.0（22.0，27.0） 700（17.5）

表1  研究对象一般资料及其认知功能比较（n=4 669）

Table 1.  Comparison of general information and cognitive function of the study subjects (n=4 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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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调查人数

（n, %）

认知功能评分 认知功能障碍

（ sx ± ）/M（P25，P75） Z/H/t值 P值a 例数（n，%） χ2/Z值 P值b

参加医保情况 5.326 ＜0.001 1.74 0.187

 是 4 592（98.4） 24.22±3.66 861（18.8）

 否 77（1.6） 21.97±3.91 19（24.7）

抑郁症状 -13.46 ＜0.001 36.83 ＜0.001

 是 1 478（31.7） 23.12±3.89 354（24.0）

 否 3 191（68.3） 24.67±3.47 526（16.5）

自评健康状况 21.76 ＜0.001 6.01 0.051

 好 1 068（22.9） 25.0（23.0，27.0） 184（17.2）

 一般 2 386（51.1） 25.0（22.0，27.0） 440（18.4）

 不好 1 215（26.0） 24.0（22.0，27.0） 256（21.1）
注：a采用两样本Wilcoxon秩和检验，年龄、文化程度使用多样本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有无子女、参加医保情况采用两样本t检
验；b采用两样本率比较的Pearson χ2检验或Fisher's确切概率法，自评健康状况采用两样本Wilcoxon秩和检验。

续表2

变量
调查人数

（n, %）

认知功能评分 认知功能障碍

（ sx ± ）/M（P25，P75） Z/t值 P值a 例数（n，%） χ2值 P值b

跟朋友交往 -7.33 ＜0.001 12.55 ＜0.001

 是 1 569（33.6） 25.0（23.0，27.0） 251（16.0）

 否 3 100（66.4） 25.0（22.0，27.0） 629（20.3）

棋牌活动  -6.72 ＜0.001 5.62 0.018

 是 1 053（22.6） 25.0（23.0，27.0） 172（16.3）

 否 3 616（77.4） 25.0（22.0，27.0） 708（19.6）

帮助他人    -3.01 0.003 1.92 0.166

 是 585（12.5） 25.0（23.0，27.0） 98（16.8）

 否 4 084（87.5） 25.0（22.0，27.0） 782（19.1）

表2  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及其认知功能情况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cognitive function among the elderly

2.2 不同社会活动参与者认知功能情况
比较  

除照顾病人等外，参与其余 9 项活动者的认

知功能评分均高于不参与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P ＜ 0.01）。跟朋友交往、棋牌活动、跳舞健身、

社团活动、炒股、上网 6 项活动参与者的认知功

能障碍检出率均低于不参与者，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 ＜ 0.05），见表 2。

2.3 老年人认知功能影响因素分析  
跟朋友交往、棋牌活动、炒股、上网对老年

人认知功能有显著影响，与认知功能评分呈负

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校正决

定系数 R2 为 0.274，即上述变量能解释老年人群

认知功能评分占 27.4%。同时，参与社会活动数

量越多，其认知功能评分越高 [  =0.18，95%CI

（0.13，0.24），P ＜ 0.001]，即老年人每多参与

一项社会活动，其认知功能评分平均增加 0.18 分，

详见表 3。

2.4 社会活动参与对我国城乡老年人认知
功能的影响  

跟朋友交往、炒股是城市老年人认知功能

的影响因素（P ＜ 0.05），跟朋友交往、棋牌

活动、炒股、上网是农村老年人认知功能的影

响因素（P ＜ 0.05），见表 4。

2.5 社会活动参与对认知功能不同维度的
影响  

从认知功能不同维度看，对定向力有影响的

社会活动是炒股、上网；对回忆力有影响的社会

活动是跟朋友交往、棋牌活动；对记忆力有影响

的社会活动是跟朋友交往；对注意力与计算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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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的社会活动是炒股；影响语言能力的社会活

动最多，分别是跟朋友交往、棋牌活动、跳舞健

身等、炒股。不同维度认知功能评分与上述社会

活动之间的相关性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从单个社会活动参与情况来看，炒股与定向

力、注意力与计算能力、语言能力三个维度均有

相关性（P ＜ 0.05），其估计值绝对值均大于 0.1。

其次，跟朋友交往与回忆力、记忆力、语言能力

三个认知维度均有相关性（P ＜ 0.05），见表 5。

变量
调查人数

（n, %）

认知功能评分 认知功能障碍

（ sx ± ）/M（P25，P75） Z/t值 P值a 例数（n，%） χ2值 P值b

跳舞健身等 -6.17 ＜0.001 6.29 0.012

 是 342（7.3） 26.0（23.0，28.0） 47（13.7）

 否 4 327（92.7） 25.0（22.0，27.0） 833（19.3）

社团活动 -6.06 ＜0.001 5.34 0.021

 是 154（3.3） 26.0（25.0，28.0） 18（11.7）

 否 4 515（96.7） 25.0（22.0，27.0） 862（19.1）

志愿者活动 -3.96 ＜0.001 3.49 0.061

 是 96（2.1） 26.0（24.0，27.8） 11（11.5）

 否 4 573（97.9） 25.0（22.0，27.0） 869（19.0）

照顾病人等 -1.42 0.155 0.06 0.801

 是 117（2.5） 25.0（22.0，27.0） 21（17.9）

 否 4 552（97.5） 25.0（22.0，27.0） 859（18.9）

参加培训课 3.32 0.001 0.01 0.965

 是 27（0.6） 26.52±2.31 5（18.5）

 否 4 642（99.4） 24.17±3.68 875（18.8）

炒股 -17.65 ＜0.001 24.17 ＜0.001

 是 496（10.6） 27.0（25.0，28.0） 53（10.7）

 否 4 173（89.4） 24.0（22.0，27.0） 827（19.8）

上网 -4.79 ＜0.001 7.46 0.006

 是 83（1.8） 26.0（25.0，28.0） 6（7.2）

 否 4 586（98.2） 25.0（22.0，27.0） 874（19.1）

注：a采用两样本Wilcoxon秩和检验，参加培训课采用两样本t检验；b采用两样本率比较的Pearson χ2检验或Fisher's检验。

续表2

解释变量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95%CI） P值 （95%CI） P值 （95%CI） P值

跟朋友交往 -0.39（-0.62，-0.17） 0.001  -0.39（-0.59，-0.19） ＜0.001 -0.37（-0.57，-0.17） <0.001

棋牌活动 -0.69（-0.94，-0.45） ＜0.001  -0.36（-0.58，-0.13） ＜0.001 -0.31（-0.53，-0.09） 0.001

帮助他人 0.16（-0.17，0.48） 0.338    0.09（-0.19，0.39） 0.510 0.19（-0.10，0.47） 0.205

跳舞健身等 -0.51（-0.92，-0.11） 0.013 -0.28（-0.65，0.08） 0.127 -0.23（-0.59，0.13） 0.214

社团组织活动 -0.59（-1.22，0.03） 0.064 -0.03（-0.59，0.54） 0.926 0.02（-0.54，0.57） 0.959

志愿者活动 -0.12（-0.90，0.67） 0.774   0.22（0.49，0.92） 0.545 0.24（-0.46，0.93） 0.505

照顾病人等 0.18（-0.48，0.85） 0.589   0.10（-0.49，0.69） 0.336 0.09（-0.49，0.68） 0.763

表3  老年人认知功能影响因素分析

Table 3. Analysis of factors affecting cognitive function among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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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变量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95%CI） P值 （95%CI） P值 （95%CI） P值

参加培训课 -0.56（-1.95，0.82） 0.424 0.22（-1.03，1.46） 0.773 0.12（-1.11，1.34） 0.854

炒股 -2.47（-2.81，-2.13） ＜0.001 -0.82（-1.15，-0.49） ＜0.001 -0.70（-1.02，-0.38） ＜0.001

上网 -1.53（2.30，-0.76） ＜0.001 -0.99（-1.68，-0.29） 0.001 -0.91（-1.59，-0.23） 0.002

校正R2 0.069 - 0.253 - 0.274 -

参与社会活动数 0.48（0.41，0.54) ＜0.001  0.22（0.16，0.28） ＜0.001 0.18（0.13，0.24） ＜0.001

校正R2 0.041 - 0.252 - 0.273 -

注：Model 1：10项社会活动作为自变量放入模型；Model 2：在Model 1的基础上，校正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户籍类型
及子女数量；Model 3：在Model 2的基础上，校正参加医保情况、抑郁症状、生活能力障碍数目及自评健康状况。

续表3

表4  社会活动参与对我国城市与农村老年人认知功能的影响

Table 4. The impact of social activity participation on cognitive function among the elderly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of China

变量
城市（n=1 427）# 农村（n=3 242）#

（95%CI） P值 （95%CI） P值

跟朋友交往 -0.30（-0.59，-0.01） 0.045 -0.46（-0.72，-0.20） ＜0.001

棋牌活动 -0.05（-0.36，0.26） 0.749 -0.43（-0.72，-0.14） 0.003

帮助他人 -0.18（-0.58，0.23） 0.387 0.35（-0.03，0.73） 0.070

跳舞健身等 -0.16（-0.60，0.27） 0.459 -0.29（-0.82，0.23） 0.275

社团活动 0.04（-0.55，0.64） 0.885 -0.07（-0.99，0.86） 0.880

志愿者活动 0.31（-0.43，1.05） 0.405 0.34（-0.83，1.51） 0.571

照顾病人 -0.61（-1.43，0.21） 0.143 0.45（-0.33，1.23） 0.255

参加培训课 0.16（-1.12，1.45） 0.805 -0.49（-2.58，1.61） 0.649

炒股 -0.65（-0.99，-0.31） ＜0.001 -1.10（-1.65，-0.55） ＜0.001

上网 -0.69（-1.46，0.06） 0.072 -1.18（-2.26，-0.10） 0.033

校正R2 0.193 - 0.218 -

参与社会活动数 0.19（0.11，0.27） ＜0.001 0.21（0.13，0.29） ＜0.001

校正R2 0.192 - 0.214 -

注：#校正了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户籍类型、子女数量、参加医保情况、抑郁症状、生活能力障碍数目及自评健康状况。

解释变量
定向力# 回忆力# 记忆力# 注意力与计算能力# 语言能力#

（95%CI）  （95%CI） （95%CI） （95%CI） （95%CI）

跟朋友交往 -0.03

（-0.11，0.05）

-0.06

（-0.12，-0.01）*

-0.05

（-0.09，-0.01）*

-0.07

（-0.15，0.01）

-0.16

（-0.26，-0.07）**

棋牌活动 -0.01

（-0.90，0.08）

-0.11

（-0.18，-0.50）**

-0.02

（-0.07，0.03）

-0.04

（-0.12，0.04）

-0.13

（-0.24，-0.03）*

帮助他人 0.03

（-0.08，0.14）

0.07

（-0.02，0.15）

0.01

（-0.06，0.07）

0.05

（-0.06，0.15）

0.04

（-0.10，0.18）

表5 老年人参与不同社会活动对认知功能五个维度的影响（n=4 669）

Table 5.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social activities on five dimensions of cognitive function among the 

elderly (n=4 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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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本研究发现，社会活动参与及参与数量均与

认知功能存在相关性，其中跟朋友交往、棋牌活

动、炒股及上网与认知功能评分呈负相关，即参

与上述 4 项社会活动的老年人平均认知功能评分

高于不参与者，同时，参与社会活动数越多，其

认知评分也越高。有研究将社会活动分为简单交

往型、智力参与型、健身锻炼型、组织团体型、

助人奉献型五大类 [12]。本研究中，跟朋友交往为

简单交往型活动，而棋牌活动、炒股和上网为智

力参与型活动，这两类活动均可改善老年人的认

知功能，与李湘君等的研究结果一致 [13]。

简单交往型活动可以改善老年人的认知功

能，经常与孩子、亲属和朋友交流是老年人认知

功能的保护因素，参与社交活动的老年人认知功

能更好，经常参与社交活动的老年人记忆力下降

速度较不参与者慢 [14-16]。本研究表明，跟朋友交

往对老年人的回忆力、记忆力、语言能力三个认

知维度有影响，其中简单交往型活动对老年人认

知功能的语言能力维度影响最大，该类活动的核

心是语言交流、交谈，因此能够改善老年人的语

言能力。同样，研究证实定期学习外语可以帮助

健康老年人维持正常的认知功能 [17]。

智力参与型活动对老年人认知功能的影响更

大、范围更广，该类活动影响老年人的定向力、

回忆力、注意力与计算能力、语言能力四个认知

维度。智力参与型活动中，炒股等理财活动是老

年人认知功能的首要影响因素，影响老年人的定

向力、注意力与计算能力、语言能力三个认知维度；

其次，棋牌活动影响老年人的认知功能回忆力、

语言能力两个维度，Clare 等研究表明打牌、打麻

将等智力型活动有益于提高老年人认知功能 [18]；

上网影响老年人的定向力认知维度，Yildirim 等研

究结果显示，积极地长时间使用社交媒体，认知功

能评分也会越高 [19]。阅读报纸和书籍、打牌、上网

等智力参与型活动是认知功能障碍的保护因素 [1]。

影响城市老年人认知功能的社会活动按重

要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炒股、跟朋友交往，影响

农村老年人认知功能的社会活动按重要程度由

高到低依次为上网、炒股、跟朋友交往、棋牌活

动。此外，社会活动参与数量与城乡老年人认知

功能评分均呈正相关，说明参与社会活动数量越

多，农村和城市老年人的认知功能越好。农村老

年人认知功能的影响因素比城市老年人多两项，

除跟朋友交往、炒股以外，棋牌活动、上网也是

解释变量
定向力# 回忆力# 记忆力# 注意力与计算能力# 语言能力#

（95%CI）  （95%CI） （95%CI） （95%CI） （95%CI）

跳舞健身等 -0.03

（-0.17，0.12）

-0.04

（-0.14，0.07）

-0.01

（-0.08，0.08）

0.01

（-0.13，0.14）

-0.17

（-0.34，-0.01）*

社团组织活动 -0.08

（-0.30，0.14）

0.05

（-0.11，0.22）

0.03

（-0.09，0.15）

0.02

（-0.19，0.23）

-0.01

（-0.28，0.37）

志愿者活动 -0.01

（-0.28，0.27）

0.13

（-0.07，0.34）

-0.03

（-0.18，0.13）

0.09

（-0.17，0.35）

0.04

（-0.29，0.37）

照顾病人等 0.13

（-0.10，0.36）

-0.09

（-0.26，0.09）

0.01

（-0.12，0.13）

0.06

（-0.16，0.28）

-0.02

（-0.30，0.26）

参加培训课 0.38

（-0.10，0.86）

0.02

（-0.34，0.38）

0.06

（-0.20，0.33）

-0.22

（-0.67，0.23）

-0.13

（-0.71，0.45）

炒股 -0.13

（-0.25，-0.01）*

-0.02

（-0.12，0.07）

-0.04

（-0.11，0.03）

-0.14

（-0.26，-0.02）*

-0.37

（-0.53，-0.22）**

上网 -0.41

（-0.68，-0.14）**

-0.15

（-0.35，0.05）

-0.07

（-0.22，0.08）

-0.13

（-0.39，0.12）

-0.15

（-0.48，0.17）

校正R2 0.156 0.029 0.057 0.062 0.229

注：*P＜0.05，**P＜0.01；#校正了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户籍类型、子女数量、参加医保情况、抑郁症状、生活能力障

碍数目及自评健康状况。

续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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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老年人认知功能的影响因素，与城市老年人

相比，参与同一类社会活动对农村老年人认知功

能的影响更大，这与既往研究一致 [20]。造成以

上差异的原因可能有两点：第一，城市老年人接

受更多的信息和刺激，认知功能的信息储备更

强，而农村老年人经济地位较差，日常活动单一，

早期营养和发展不足，因此，参与社会活动对农

村老年人认知功能的影响更为明显 [21]；第二，

边际影响的差异，根据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在社

会参与增加一单位的情况下，较低社会资本水平

对人资功能带来的边际收益更大一些。由于农村

中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水平低于城市居民，因而对

农村中老年人认知功能的影响会更大 [22]。

目前，社会活动改善老年人认知功能的具

体机制尚未明确，可能与以下三个病因假说有

关 [23]：第一，认知储备假说，即外部认知刺激可

以弥补年龄或疾病相关的神经退行性变损伤，从

而保持甚至提高认知健康水平 [23-24]。Mao 等研究

表明，智力参与型活动可以帮助老年人进行复杂

的思考和认知训练，从而增加认知储备 [25]；第二，

血管假说，其病因机制研究尚有争议，但研究机

制的共同特征是脑血流失调，慢性脑灌注不足是

脑血流失调的普遍后果，进而造成大脑血液供应

不足，最终导致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和痴呆 [23-26]；

第三，压力假说，压力可导致皮质酮产生过量，

进而抑制肾上腺皮质轴的反馈抑制，最终损害海

马神经元 [23-27]。Christensen 等研究表明，中年时

期感知到压力与老年时期认知功能下降有关 [28]。

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本研究基于

2018 年 CHARLS 数据分析社会活动对老年人认

知功能的影响，发现参与社会活动与认知功能之

间有统计学关联，但仅能得出病因线索，未来仍

需纵向队列研究和实验流行病学等进一步验证。

其次，本研究仅纳入 10 项社会活动，提供的关

于社会活动参与信息比较有限，后续研究考虑采

用 CHARLS 四年纵向数据，进一步探索社会活动

对认知功能的影响。

综上所述，我国老年人认知功能障碍是一个

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在应对我国老龄化的进程

中，应从政策层面鼓励老年人参与简单交往和智

力参与型社会活动，如小区建立棋牌室、提供老

年人活动场所等。此外，农村老年人的认知功能

情况不容乐观，应给予农村老年人更多关注，并

针对老年个体不同认知维度的衰退，制定更为精

细化、可操作性的干预策略，从而延缓老年人认

知功能的衰退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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