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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老龄化社会背景下 ，
养老院养老是当前中国老年人主要的养老方式之

一

。 含资格的设施管理服

务有助于提升养老院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
是

＂

老有所养
＂

的重要保障 。 本研究在南京市选取 ４ 家

养老院 ， 对居住在内的老年人进行生活质量及设施管理的问卷调查 。 数据分析显示 ， 居住环境

中宽度 、 布局 、 通风 、 医疗 、 呼叫设施和家具对于生理健康有直接影响 ；

心理健康直接受无障碍性、

呼叫设施及员工影响
；
社交关系主要由无障碍性、 宽度 、 清洁和插座预测 。 为改善当前我国养老

院设施管理状况 ， 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 ， 对老年人 、 养老院及 当地政府提出若干改进揞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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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截至 ２ ０ １ ５ 年底 ，
６５ 岁 及 以上人 □总

共有 １４３８ ６ 万人 ， 占总人 １＝ １ １ ０ ． ５ ％

［ １ ］

， 我

国早已迈入老龄化时代 。 随着老龄化社会

的到来 ， 老年人的健康及安全 问题 日渐凸

显
， 如何使老年人安度晚年 ， 拥有较好的

生活质量 ， 是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 从国

内 角度来看 ， 解决老年人的晚年生活难题

是
＂

以人为本
＂ ＂

老有所养
＂

等理念的根本

体现 ， 有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居民幸福

感的提升。 从国际角度来讲 ， 有学者认为

在全球化时代 ， 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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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提升
一

个国家在社会经济及政治方面

的国家形象及国际竞争力
［
２ ］

。

尽管居家养老是 目前的主要养老方式 ，

机构养老 （ 主要是养老院养老 ） 以其独特

的公益性、 福利性等特点 ，
同时又具备居

家养老所缺乏的优势 （ 如专业性等 ） ，
成为

我国养老 １本系中的重要
一

环 。 事实上 ， 很

多城市 ， 由于房屋购买成本过高 ， 居家养

老老年人过于狐寂 ， 养老院养老成为很多

老年人的主要养老方式。 ２０ １ ７ 年国务院关

于印发 ｒ十三五
＂

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

老体系建设规划 ＞的通知显示 ， 全国养老

床位已达到 ６ ７２ ． ７ 万张。 然而 ， 全 国老龄

办 、 民政部、 财政部三部门联含发布的第

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结

果显示全国失能、 半失能老年人大致 ４０ ６ ３

万人
， 占老年人□的 １ ８ ． ３％

， 数量较多。 除

了床位的缺□之外 ，
由于种种原因 ， 养老

院的 自 身设施及管理质量参差不齐 ， 极大

地影响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
也相应地影

响了养老院潜在居民的入住兴趣。 尹惠茹

等人认为我国在养老、 长期照料服务和公

共资源分配等相关社会管理和社会政策体

系都处在
”

未富先老
”

的状态 ， 养老机构

在监督与管理制度建设、 服务质量与服务

内容管理、 养老床位以及专业护理人 员供

需等方面仍存在着较多问题
［３ ］

。 如何提高

养老院的设施管理品质以保障老年人的晚

年生活质量已成为当前社会的重要议题。

１ 文献综述

１ ． １ 老年人生活质量

在过去 ２ ０ 年 间 ， 老年人生活质量 问

题受到广泛关注 ，
世界上有很多应用心理

学家 、 医学家 以及社会学家对其进行了大

量研究
ＷＫ ５ ］

。 老年人生活质量的研究可 以

从两个方面来看 ，
即 ： 具体内涵和影响因素 。

在具体内涵方面 ， 国内外学者都结含

自身研究背景提出了各 自不同的观点 。 国

外方面 ，
Ｌ ａ ｗ ｔ ｏ ｎ 从主观和客观两个维度

来定 义 生活质 量 ， 他认 为生活质 量是对

个人生活通过人与环境交互系统 （ ｐｅ ｒ ｓｏ ｎ
－

ｅｎｖ ｉ ｒｏ ｎ ｍ ｅ ｎｔｓｙｓｔｅｍ ）的相关社会经济指

标进行的多维度评价
［６ ］

。 同 Ｌ ａ ｗ ｔ ｏ ｎ 相似
，

很多生活质量的定义都是从主观 （ 如幸福、

生活满意度等 ） 及客观 （ 如收人、 婚姻状

态等 ）方面进行的
［ ７ ］ ［８ ］

。 世界卫生组织 （ ＷＨＯ）

将生活质量定义为
“

生活质量是指处在不

同文化和价值体系中的个体对他们的 目标、

期望 、 标准以及所关心的事情相关的生活

状况的体验
＂

，

＂

受个人的身体健康 ， 心理

状态 ， 个人信仰 ， 社会关系及他们 与所处

环境的影响
Ｍ

。 还有学者认 为生活质量应

包含 ５ 个方面 ： 身体方面 、 心理方面 、 社

会方面 、 环境方面和物质方面
［９ ］

。 国 内方

面
， 程翔宇将老年人生活质量分为生活满

意度 、 自评健康状况 、 生活 自理能力 、 心

理健康状况和经济收入状况 ５ 个维度
［ １ ° ］

。

雷鸣等人通过分析指出影响吉林市敬老院

老车人生活质量的因秦有 ８ 项 ： 是否患慢

性病 、 年龄、 职业、 婚姻状况 、 家庭摩檫 、

经济状况、 休闲生活、 行动能力
［ １ １ ］

。

在影响因秦方面 ，
国外很多研究人员

及健康专家注意到公共护理机构对于老年

人生活质量的负面影响 ， 包括狐独及持续

增加的依赖性
Ｕ ２ ］ ［ １ ３ ］

。 英国学者 Ｐ ａ ｒ ｋ ｅ ｒ 研

究发现建筑相关的很多特征要素都与老年

人生活质量正相关 ， 如社医 、 物理支持
［ １ ４

］

；

而对于独立能力较差的老年人来讲 ，
由于

其在安全及健康方面对环境要求较为苛刻 ，

所 以他们的生活质量受建筑环境影响 较

大 。 国内方面汤军克等人提出老年人的年

龄、 所患疾病、 对居住环境的满意度 、 对

娱乐活动场所的满意度共同影响了老年人

的生活质量
［ １ ５ ］

；
李慧等人 通过调查结果

显示
， 影响沈阳市养老院老年人生活质量

的主要因素包括 ： 身体健康状况、 智力水

平、 社会活动参与情况等
［ １ ６ ］

。

１ ． ２ 养老院设施管理

通过文献检索可 以发现 ，
国 内有很

多学者对于养老院及其居住老年人做了大

量研究 ， 例如在中国知网通过以
“

养老院
＂

及
＂

老年人
＂

为主题捜索近 １ ０ 年 （
２ ００ ７

－

２０ １ ７ ） 刊发的文献 ，
共有 １ １ ８５ 篇 。 并且

近年来随着老龄化 问题的社会关注度提

升 ， 相关研究文献资料数量呈逐年上升趋

势 。 这说明 ， 在老龄化背景下 ， 养老院设

施管理质量对于老年人的重要性越来越成

为公众的主要关注点 。

对于养老院的设施管理质量 ，
国 内

外有很多学者都有研究。 在我国 ，
彳艮早就

有学者强调养老院设施管理对于老年人

生活质量的重要性 ， 如 崔 丽 娟和秦菌调

査栺 出养老院的软硬件设施管理条件是

影 响养老院老年 人 生活满意度的主要 因

秦之
一

［ １ ７ ］

。 梁美容 、 于竞宇及于世旺对

香港安老院的老年人及居住环境研究发现 ，

空 间 规 划 、 温度 、 通 风 、 隐私、 饰面材

料 、 员工是影响老年人设施管理满意度的

主要因子
［
１ ８

］

。 可见 ， 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一

直受到养老院设施环境的影响 。 当前 ， 有

学者指出我国养老院的主要问题就是室内

外设施不完善、 住宿环境差等
［ １ ９ ］

。

＿

般

地 ， 国内外相关养老院设施管理方面的研

究可 以分为建筑规划 、 建筑设备及辅助设

施、 服务 ３ 个部分。

在养老院建筑设计规划方面 ，
大量

研究表明老年 人 的生活质 量 与 建筑设计

特点
［ ２Ｗ ［ ２ １ ］

及外部设施特征相关 （ 如物件

较大尺寸更方便老年人使用 ）

［２ ２ ］

。 以居住

空间为例 ， 在养老院生活的老车人对于隐

私非常看重。 在养老院或医院这种公共场

所 ，
由于过于拥挤而缺乏隐私 ， 常常导致

老年人产生压力紧张
［ ２３ ］

。 因此 ， 在前期设

计阶段就需要将房间分隔开以便能增加隐

私这种环境属性
［ ２４ ］

。 然而 ， 分隔空间不能

过于缩小老年人的居住空 间 。 事实上 ，
由

于很多养老院为老年人设计的居住空间过

小 ， 大多数老年人并不想搬进去 ， 尤其是

当他们住惯了原来宽敞房子的话 ， 更是如

此
［ ２ ５ ］

。 因此 ， 养老院在前期规划设计阶

段应该对于老年人的居住空间有所考虑幷

进行设计调整 。 不仅如此 ， 老年人 ， 尤其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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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养老院居住的老年人 般身体健康状

况相对较差 ， 有些甚至有
一些失能或失智 。

因此 ， 养老院不光需要 良好的设施来支持

老年人 日常生活 ， 更需要科学的前期规划

设计来抵消或补偿老年人受限或丧失的能

力
［ ２ ６ ］

。 国内方面 ， 黄方艾分析了养老院居

住建筑的选址、 布局 、 建筑形态设计 ， 及

养老院居住建筑室外空间的设计方法 ， 从

公共空间和套内空间两个方面考虑养老院

居住建筑的内部空间 ， 并针对无障碍设计、

物理环境设计设计了相应策略
［
２ ７ ］

；
徐立

楹探讨了养老院安全性设计 ， 其中 包括养

老院在已有基础上需要改进的卫浴空间无

障碍设计 以及适含老年人的建筑防火安全

性设计 ， 针对老年人特殊安全性心理的安

全性设计等
［ ２８ ］

；
李子玉 主要对老年公 寓

的空间模式进行探索 ， 并且提出符含老年

人特点的养老院理想的户外环境交流空间

的设计要点
［２ ９ ］

。

养老院的建筑设备主要通过提供 良

好的通 风、 照 明 、 隔音等 来保障老年 人

的生活质 量 。 通风可 以有效改 善室内 的

空气质 量 ，
而 良好 的室 内空气质 量 将使

得在此居住的老年 人 的健康状 态和舒适

度 有效提 升
［ ３° ］

。 在 老 年 人 的 居住环境

中 ，
应该保持空气的清 新 ，

避免 些 难

闻 的气味 （ 如 强效清 洁 产 品 等 ） 过度 刺

激老年 人 的呼吸道
［ ３ １

］

。 老年人的视力衰

退
， 需要 良好的照明维持正常生活 。 当 老

年人晚上起床上 厕所 ， 通往卫生 间 的路

上应该保证照明情况 良好
［ ３ ２ ］

， 来防止跌

倒的发生。 由 于老年 人 经常在卫生 间 更

衣或者洗漱 ， 所 以 里面应该有足够的照

明来帮肋他们
［
３ ３ ］

。 随着 身体机能的衰退 ，

老年 人 的听 觉 、 视觉等 都有所衰减 。 中

度 及 重 度 行动受限的老年 人 在使用 公 共

康 乐 设施时受到的限制 比行动 自 如的老

年 人 要 多很多
［
３ ４ ］

。 因 此 ， 在设计周边环

境时 ， 应充分考虑到老年人衰退的听觉和

视觉 ，
以及其在移动性、 自主性、 独立性

方面的迟純反应
［ ３ ５ ］ ［ ３ ６ ］

。 在养老院 ， 不论

白天或者夜间总有
一

些不同 类型的噪音产

生 ， 如 收音机或 电视的噪音 以 及 油 烟机

产 生的噪音等
［ ３ ７ ］

， 这些噪音会让老年人

不舒服 ， 甚至是影响到心理健康 。 国内方

面
， 有学者研究发现室内釆光差、 通风不

顺畅 、 设施设备不完善 、 室内装修 已多年

等诸多因素绾老人 生活带来很多麻烦
［ ３８ ］

。

糟糕的居住体验让老年 人很难对养老院

有好的评价 。 相反 ， 建筑设备 良好的养

老院则会极 大提高老年 人 的生活质 量和

安全 ， 如照明 良好的养老院 ， 中老年人发

生跌倒风险低
［ ３９ ］

。 当然照明不能破坏环

境的平衡 ，
应该尽量避免光污染

［４Ｗ

。 另外 ，

养老院应该尽量避免在空气污染及噪音较

为严重的市区
［
４ １ ］

。

养老院辅助设施及服务可以为老年人

提供基本生活条件之外的舒适温馨的生活

环境 。 适含老年人积极生活的环境中犯罪

率应该较低 ， 而犯罪率常常是
一

些老年人

经常抱怨的地方
［
４ ２ ］

。 养老院中配置专业

的监控设备及安保人 员有助于提升安全水

平。 绿化的质量在 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

到老年人 自 身的健康状态 （ 包括生理方面

和心理方面 ）
， 如有学者就发现老年人的

生理缺陷 （ ｐ ｈｙ ｓ ｉ ｃ ａ ｌｄ ｉ ｓａ ｂ ｉ ｌ ｉ ｔｙ ） 与路边树

木多少有关
［
４ ３

］

。 另 一项研究发现经常欣

赏 自 然风光 （ 如花园或景观园林等 ） 有益

于居 民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
４ ４

］

。 除了优美

的绿化 ， 养老院配备性能 良好的康乐设施 ，

设置
一

些棋牌室等等都会极大丰富老年人

的晚年生活 。 然而 ，
即使周围的设施等非

常优异 ， 但如果对于有些设施不了解或不

清楚怎么使用 ， 老年人就很难有意愿去使

用这些设施
［４ ５

］

。 所以 ， 对于新来的老年人 ，

养老机 有必要进行
一定的宣传来鼓励老

年人积极融入到新的居住环境中 。 在养老

院张贴鼓励使用设施的宣传标语也会促进

老年人进行 日 常活动
［４ ６ ］

。 当前我国养老

机构的床位 数 量还存在较大缺口

［
４ ７

］

， 而

且养老机构中大多存在工作人 员 数量缺乏 、

素 质低、 缺 乏 必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等

问题 ， 这严重影响养老机构的服务质量
［
４ ８

］

。

有学者甚 至提 出 ， 是 否配置 了 专 业化的

老年服 务 队伍是养老机构能 否提 供优质

服务的 关键
［
４９ ］

。 由 此可见 ， 相对于
＂

硬

件
＂

， 我国 大 多养老院的
＂

软件
＂

都需要

很大改进 才能适应老年 人 对于美好晚年

生活的要 求 。 除此 以外 ， 要 想 创造能够

打动老年 人 人 心的养老院居住空 间 ， 还

应注意养老院 中 创意的部品 设计和趣味

的艺术装饰等
［ ５０ ］

。

由 上面可 以看 出 ， 国 内绝大多数与养

老院相关文章主要偏重于介绍和讨论 ， 并

没有对于养老院 实 际情 况进行实证分析 。

有些虽然进行了相关实证研究 ， 但多是关

注老年人 居住满意度或者服务质量等 ， 对

于老年人实际居住环境 ， 设施管理质量缺

乏全面的 、 综含的实证研究。 由于欧美等

西方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较早 ， 他们对于

养老院的研究 与国 内相 比 ， 更 为全面 、 细

致、 科 学 。 然 而 ， 由 于 不 同 国 情 和 民 情 ，

不可能将 西 方的相 关研究成果 照搬 照抄 ，

而且我国养老院的设施及管理与西方不尽

相同 。 因此 ， 老龄化背景下 ，
让养老院中

的老年人
＂

老有所养
＂

的关键在于为他们

提供对其生活质 量最为重要的居住环境设

施管理 与服务 。 基干此 ， 本文利用 问卷调

查法 ， 系统地实证研究影响老年人生活质

量的养老院设施管理质量 。

２ 研究方法

２ ． １ 问卷设计

为探索影 响老年人 生活质 量的特定

养老院设施管理状况 ， 在文献研究的基础

上设计调查问卷。 通过问卷调查法 ， 获取

老年人对所在养老院最 为直接准确的感知 。

本问卷整体共分为 ３ 个部分 ： 基础信息部

分 、 生活质量部分和设施管理部分 。 其中 ，

老年人的基础信息包含其年龄、 性别 、 教

育水平及居住年限
；

生活质量的问卷信息

主要参考世界卫生组织关于生活质量方面

的测量工具
［ ５ １ ］

， 该测 量工具被 国 内外大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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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５
－

布局 １ ．您认为房间厕所的布局含理 ０ ． ８ ５９

２ ．您认为安全出 □的设置含理

３ ．您认为固定桌椅的摆放含理

４ ．您认为床 、 衣柜 、 窗户相互之间的布局含理

Ｆ ６
－无随 ２０ ． １ ． 您上台阶等地方的无障碍通道 （ 坡道 ） ０ ． ７ １ ３

碍性 ２ １ ． ２ ． 生活区域通道的无障碍性 （ 如 门槛过高等 ）

２２ ． ３ ．楼道 、 走廊的扶手设置

建筑设 备

Ｆ ７ 通风 ２３ ．

２４ ．

２ ５ ．

２ ６ ．

１ ． 室内空气流通

２ ． 窗户通风性能

３ ． 电扇的数量

４ ．空调的数量 与性能情况

０ ． ８８９

Ｆ８
－

照明 ２ ７ ． １ ．室内 电灯亮度的强弱 ０ ． ８２０

２８ ． ２ ．窗户采光的强弱

２９ ． ３ ．夜间休息时光照强度

Ｆ９
－

消防 ３０ ． １ ．敬老院消防栓的数量 ０ ． ８３５

３ １ ． ２ ． 敬老院灭火器的数量

３２ ． ３ ． 敬老院防火 轚报器覆盖

３３ ．
４

． 消防通道的数 Ｉ

Ｆ １ ０
－

隔音 ３４ ． １ ．墙的隔音效果 ０ ． ９４ ８

３５ ． ２ ．家具等的防唼音水平 （ 如床吱吱响 ｝

３ ６ ． ３ ．窗户的隔音效果

３７ ． ４ ．楼板的防噪 音措施

Ｆ １ １ 插座 ３８ ． １ ． 插座的数量

３９ ． ２ ． 插座的位置 ０ ． ８６２

辅助设施及服务

Ｆ １ ２
－工作 ４ ０ ． １ ． 工作人 员 数量 ０ ． ８ ７ ４

人 员 ４ １ ． ２ ． 工作人 员态度

４ ２ ． ３ ． 工作人 员服务水平

Ｆ １ ３
－

〇ｆ叫 ４ ３ ． １ ．呼叫设施设置位置含理性 ０ ． ９４ ０

设施 ４４ ． ２ ．呼叫设施覆盖军

４ ５ ． ３ ．呼叫设施通话质量

Ｆ １ ４
－康乐 ４６ ． １ ．健身器材种类 ０ ． ８５６

设施 ４ ７ ． ２ ．健身器材数 １

４８ ． ３ ．健身器材使用的难易

４ ９ ． ４ ．健身器材使用的安全性

Ｆ １ ５
－

医疗 ５０ ． １ ． 医疗室的设施设备的种类 ０ ． ７ １ ３

设施 ５ １ ． ２ ． 医疗室的设施设备的数量 与 质量

５２ ． ３ ． 医疗设施设备使用的方便性

Ｆ １ ６
－

家具 ５３ ． １ ．床的大小 ０ ．８９４

５４ ． ２ ．床的舒适度

５ ５ ． ３ ．衣柜的大小

５６ ． ４ ．座椅的数置

５ ７ ． ５ ．座椅的舒适度

Ｆ １ ７
－

保洁 ５８ ． １ ．室内地面的瀆洁卫生 ０ ． ８８０

５９ ． ２ ．垃圾桶的数 置

６０ ． ３ ．每天打扫卫生的频率

６ １ ． ４ ．室内 异味的情况

表 １ 老 旧 小区设施管理 因子信度分析表

Ｆ Ｍ因子编号详细条 目 阿尔法值 （ 〇０

建筑规划

Ｆ １

－

距离Ｌ １ ．床摆放离 门 的距离 ０ ． ８７ ２

２ ． ２ ．窗户靠床的远近

３ ． ３ ．食堂离房间的远近

４ ． ４ ．厕所离床的远近

Ｆ２
－高度 ５ ： １ ．床的高低 ６Ｗ

６ ． ２ ．座椅的高低

７ ． ３ ．扶手的高低

８ ． ４ ．栏杆的高低

９ ． ５ ．呼叫设备的高低

Ｆ ３
－

宽度 １ 〇 ！ １ ．床 与床之间的宽度 ０ ． ８０ ９

１ １ ． ２ ． 走廊或楼道的宽度



１ ２ ．



３ ． 门的宽度


Ｆ４
－

隐私Ｕ． １ ．卫生间隐私保护 ０ ． ９０６

１ ４ ． ２ ．宿舍个人 隐私空间的提供

１ ５ ． ３ ． 个人物品存放的隐私保护

量学者用于研究老年人晚年生活品质 在设

施管理方面 ， 问卷主要参考大量的国 内外文献研

究
［
５ ３

］

，
并考虑国内养老院实际状况编制而成 。 考

虑到老年人的认知状况及教育水平 ， 为获 取老年

人对于生活质量及设施管理状况的准确感受 ，
本

问卷釆用斯科特 ５ 级量表 ， 其 中 １ 表示非常不满

意 ，
３ 表示适中 ，

５ 表示非常满意 。 本问卷主要包

含 １ ２ 条生活质量问题及 ６ １ 条设施管理问题。

２ ． ２ 抽样 、 数据收集及分析工具

为深入了解大多数老年人对所居住养老院设

施管理状况的真实感受 ， 本次研究主要在南京市

区选取 ４ 家养老院 ，
２ 个 为政府资助的公办养老

院 ，
２ 个 为 民办养老院 。 其 中公办养老院的老年

人主要是低保或无保户 ， 膝下无儿女的
一

些老年

人
；

民办养老院老年人主要是高龄长者及残疾老

人 。 每个养老院随机选择 ２ ０ 名老年人 进行面对

面问卷调查 。 在确定 目标养老院里 ， 访谈对象 （ 即

老年人 ） 的选定标准是 ： （ １ ） 年龄 （
多 ６０ 岁 ）

；
（
２

）

居住年限 （ ＞１ 年 ）
；

（
３

） 身体状况 （ 身体状况良好 ，

能够在养老院附近活动 ）。 这样可以使得本次研究

成果 更有代表性。 考虑到老年人的教育水平及认

知能 力 ， 本次研究釆用的是
一对一的 ，

而且是面

对面的问卷访谈法以确保老年人能准确理解每条

问题的含义 。 问卷访谈主要 由受过培训的、 有经

验的调研员实施 。 在公办养老院的调研中 ， 有些

访谈问卷还是在工作人员的辅助下完成。

本次研究共收集 ８０ 份 问卷 ， 在所有访谈对

象 中 ，
男性占 ４ ２ ． ５％

，
女性占 ５７ ． ５％ ；１ ７ ． ５％ 的老年

人年龄在 ６０
？

６４ 岁之 间 ，
３ ７ ． ５％ 的老年人年龄在

６ ５
￣

６９ 岁之 间 ，
４ ５％ 的老年人年龄在 ７０ 岁及 以上 。

关于所在养老院居住年限 ，
８ ． ７ ５％ 的老年人 居住

时 间只有 １
￣

２ 年 ，
４３ ． ７ ５％ 的老年人居住时间达到

３
？

５ 年 ，
４７ ． ５％ 的老年人居住时间超过 ５ 年及以上

；

在教育水平方面 ，
７ ５％ 的老年人学历是小学及以下 ，

１ ６ ． ２ ５％ 的老年人初中学历 ，
８ ． ７ ５％ 的老年人是高中

毕业及 以上高等学历 。 本研究主要运用 Ｓ Ｐ Ｓ Ｓ ２ ０ ． ０

数据统计软件对于问卷信息进行统计分 彳斤。 主要

分析方法有信度分析及回归分析。

３ 结果

基于系统的文献研究 ， 问卷中 包含 １ ７ 个设

６ ．

７ ．

８ ．

９ ．

６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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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老年人生活质量 因子信度分析表

生活质量因子 编号 详细条 目 阿尔法值 （ ｏ ｔ
）

Ｑ １

－

生理健康 １ ． 您的睡眠质量 ０ ． ９２ ６

２ ． 您的行动能力

３ ． 您患有疾病的频率

４ ． 您的食欲

Ｑ２
－

心理健康 ５ ． 精神状态积极乐观 ０ ． ９２２

６ ． 良好的安全感

７ ． 对老年生活充满信心

８ ． 心情平和愉快

Ｑ ３
－

社交关系 ９ ． 您 与家 人的关系 ０ ． ８ ７ ４

１ ０ ． 您 与朋 友的关系

１ １ ． 您与工作人 员的关系

１ ２ ． 您与老人院老人的关系

表 ３ 老年人生理健康回 归分析表

编号模型 Ｂ Ｓｔｄ ．Ｅ ｒｒｏ ｒｔ Ｓ ｉ ｇ
．

１ （常数 ）

－

０ ． ５ １ ４ ０ ． ０６ １
－

８ ． ３８６ ０ ． ０ ００

Ｆ ５
－

布局 ３ ． ５８４ ０ ． １ ６２ ２ ２ ． １ ７ ８ ０ ． ０００

Ｆ ７
－

通风 ０ ． ３ ６０ ０ ． １ ４ ５２ ． ４ ７ ４ ０ ． ０ １ ９

Ｆ １ ５
－

医疗设施 １ ． ５ ５６ ０ ． ０８２ １ ９ ． ０ ６ ８ ０ ． ０００

Ｆ １ ３
－

呼叫设施 ０ ． ９０ ５ ０ ． ０８２ １ １ ． ０ １ ０ ０ ． ０００

Ｆ １ ６
－

家具 ０ ． ７０ ５ ０ ． １ ２ ８５ ． ５ ０ ５ ０ ． ０００

图 １ 健身设施的位置 与老车人使用情况

施管理 因子 ， 涉及 ６ １ 条 问题 （ 表 １
） 。 通

过信度分析 ， 该 １ ７ 个设施管理因 子即距

离 （
Ｆ １ ） 、 高度 （

Ｆ２ ） 、 宽度 （
Ｆ ３

） 、 隐私 （
Ｆ４

） 、

布局 （
Ｆ ５

） 、 无障碍 （
Ｆ６

） 、 通风 （
Ｆ ７

） 、 照明 （
Ｆ８

） 、

消 防 （
Ｆ９

） 、 隔 音 （
Ｆ １ ０ ） 、 插 座 （

Ｆ １ １ ） 、 工

作人员 （ Ｆ １ ２ ） 、 呼叫设施 （ Ｆ １ ３ ）、 康乐设施

（
Ｆ １４

） 、 医疗设施 （ Ｆ１５ ） 、 家具 （
Ｆ １ ６

） 、 保

洁 （ Ｆ １ ７
） 、 阿尔法值都大于 ０ ． ７

， 表明他们

内部一致性
，
是可信的 。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关于生活质 量的

表述 ， 在本次研究中我们共测量了 ３ 个生

活质量因子 ， 即生理健康 （ Ｑ １ ） 、 心理健康

（ ０２ ） 、 社交关系 （ Ｑ３ ）。 信度分析表明生活

质量因子阿尔法值全部大于等于 ０ ． ６
， 是可

信的 （ 表 ２ ）。

为 确定影 响养老院老 年 人 生活质 量

的具体设施管 理 因子 ， 又分 别 将总体生

活 质 量 、 生 理 健 康 、 心理 健 康 、 社会交

往、 安全等作 为因变量 ， 将设施管理因子

作为 自变量 ， 利用 Ｓ Ｐ Ｓ Ｓ 并使用逐步回归法

（ Ｓｔ ｅ ｐ
ｗ ｉ ｓ ｅ

） 进行回归分析 ， 具体结果见表

３ 、 表 ４ 、 表 ５ 。 结果显示 ： 宽度 （ Ｆ ３ ） 、 布

局 （ Ｆ ５ ） 、 通风 （ Ｆ ７
） 、 医疗设施 （ Ｆ １ ５ ） 、 呼

叫 设施 （ Ｆ １ ３
） 和家 具 （

Ｆ １ ６ ） 对于生理健

康有直接影响
；

心理健康受无障碍性 （
Ｆ６ ） 、

呼叫 设施 （ Ｆ １ ３ ） 及工作人员 （ Ｆ １ ２ ） 影响
；

社交关系主要由无障碍性 （
Ｆ ６

） 、 宽度 （
Ｆ ２

） 、

保 洁 （
Ｆ １ ７

） 和插座 （ Ｆ １ １ ） 预测 。 总体来

看养老院的很多设施管理因子对于老年人

生活质量还是有
一定的影响的 。

４ 分析

４ ． １ 影响老年人生理健康 的设施管理因子

本次研究显 示 影像老年人 生理健 康

的主要因子主要有布局 、 通风、 医疗设施 、

呼叫设施及家具等 （ 表 ３ ） 。 含理的布局可

以 为老年人提供
一个便利的生活环境 ， 各

种设施布局含理恰当 ， 老年人的生理健康

将得到有效支撑 。 譬如 ， 健身设施位置若

设置含理
， 老年人 自然会乐于使用 ；

设施

位置不含理 （ 如距住处较远 ） ， 老年人则较

少使用 （ 图 １  ）。 考虑到大多养老院室外走

廊多数阳光被遮挡 （ 图 ３ 右图 ， 图 ４ 右图 ） ，

国外有学者建议釆用特殊的建筑布局 ， 如

有顶棚的室外露台等
［ ５ ５ ］

，
以便于老年人晒

太阳 ， 改善 身体状况 。 另外 ， 在养老院室

内釆取开放式的内部格局 ， 有助于老年人

和护理人员都能互相看到对方
［ ５ ６ ］

， 老年人

出现任何生理上的不适 ， 护理人 员都会在

第
一时间发现并提供帮肋 （ 图 ３ 左图 ）。

老年人 的生理健康 受通风影响较大 。

室内空气含有大量的微生物 （ 如细菌 、 霉

菌及病毒等 ） 和有害无机物 （ 如 甲醛 、 苯

等 ） ， 极大地损害建筑物内居 民的健康
［ ３ ０ ］

。

良好的通风则会通过空气流通降低空气中

的微生物及有害无机物 ，
以保障老年人的

呼吸、 视力等 。 相反 ， 如果通风不畅 ， 将

会导致空气中水汽与二氧化碳等有害无机

物结含集 聚 ， 并 导致对健康 产生危害的

过敏源 （ 如 灰 尘 、 霉菌 、 细 菌等 ） 增 加 ，

进而损害老 年人 的身体健康状况及生活

质量
［ ５４ ］

。

随着年龄的增 长 ， 老年人遭受各 种

疾病及受伤的风险不断增加 。 设置含理的

呼叫设施可 以使老年人在 出现紧急 问题时

联系养老院护理人 员 （ 图 ２
） ， 对其及时提

供所需帮助 ， 保障其生命安全及身体健康 。

反之 ， 若呼叫设施设置不当甚至没有设置 ，

老年人 出现任何问题 ， 很难及时得到救肋 ，

生理健康必然会受到极大损害 。

老年人 日 常生活需 要家具的有效 支

６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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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养老院老年人使用的桌椅等家具

图 ４ 养老院台阶

表 ４ 老年人心理健康回 归分析表

编号 模型 Ｂ Ｓｔ ｄ ．Ｅ ｒ ｒｏ ｒ ｔ Ｓ ｉ ｇ
．

２ （常数 ）

－

０ ． ３ ４８ ０ ． ０９ ５
－

３ ． ６６ ２ ０ ． ００ １

无障碍性 ０ ． ６２ ５ ０ ． １ ４ ９ ４ ． １ ８７ ０ ． ０００

呼叫 设施 ０ ． ５８ ３ ０ ． １ ４ １ ４ ． １ ４ １ ０ ． ０ ００

员工
－

０ ． １ ７９ ０ ． ０ ５ ３
－

３ ． ３６ ３ ０ ． ０ ０２

撑 ， 在养老院家具 比较简单 ，
主要有床铺 、

桌子、 座椅 、 柜子等 。 家具缺失 ， 质量差

或设置不当 ，
都会 纟含老年人的 日 常生活带

来很多不便之处 （ 图 ３
） 。 事 实上 ， 随着老

年人身体机能下降 ， 设置不当的家具甚至

带来受伤的危险 。 相反 ，
状况良好的家具

则有助于老年人生理健康的保持 。 国外有

研究表明通过含理布置家具有助于保障老

年人 的身体健康
［
５ ６ ］

。 家具 不稳、 床太高

以及未上锁的轮椅等都会导致老年人受伤

损害其生理健康
［
５ ７

＿

５９ ］

。

４ ． ２ 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 的设施管理因子

心理健康受无障碍性 ， 呼叫设施及 员

工影响 （ 表 ４
） 。 老年人行动能力随着年龄

的增长
，
不断降低 ， 很多需要肋行器 、 甚

至是轮椅 。

一

个无障碍的环境对老年人非

常重要 。 老年人通过
一

段充满障碍的路面

要面临很多困难 ， 尤其是没有人协助的时

候。 如果老年人居住的养老院缺乏便利性

和无障碍性 ， 那么在此居住的老年人将不

能方便洗澡或冲凉 ，
上下楼梯 ， 甚至是进

出 门 口
［ ５ ４ ］

（ 图 ４ ） 。 有研究同样发现香港

安老院老年人心理健康受无障碍性影响
［ ６ （ ） ］

。

也有研究表明 ， 在英国有很多房屋无障碍

性较差致使老年人 通行受阻 ， 并产生焦虑 、

紧张甚至绝望等负面心理状况
［６ １ ］

。

呼叫 设施作为老年人 紧急时刻联系养

老院护理 人 员的重要手段 ， 是老年人依赖

的生活辅助设施 （ 图 ２
）。 如果养老院中呼

叫设施布置含理 ， 数量质量较为可靠 ，
即

使 用 不 到 ， 老 年 人心里也 更 踏 实 、 安 心 ，

更能专心地进行 日常活动 。 如果呼叫设施

设置不含理
， 老年人则会有 自 身出现紧 急

情况时得不到及时救治的担心。 长时间担

心受怕 、 惴惴不安 ， 则会导致心理健康程

度越差 。

在养 老院 ， 员工对于老 年 人 的重 要

性不言而 喻 。 比较有意思 的是 ， 本次 回

归分析结果显示 ， 员工对老年人的心理健

康呈 负 向 。

一方面 ， 这可能是 由于老年人

本身 是希望独立 自主的生活 ， 在 日常活动

中 ， 过 多地受他人的协肋会使得老年人 自

己的 自尊心受到影响 ， 怀疑 自 己的行动 自

理能力越来越差 ， 更加担忧 自 身的身体状

况 。 另
一

方 ［｜〇
， 隐私是老年人非常在意的

个人需求之 ， 尤其是在群体居住的养老

院。 老年人的 日 常起居需要员工的关心和

协助 ，
而员工过 多的关心老年人可能会使

得他们认为隐私受到侵害 ，
因而产生负 面

情绪 。 因此 ， 有学者就建议员工适当尊重

老年人的决策权和隐私权可避免非故意的

损害老年人的心理健康
［
６ ２ ］

。

４ ． ３ 影响老年人社交关系 的设施管理因子

数 据 分析结 果 显示 无障碍
‘

丨生 、 宽 度 、

保洁状况可以正向预测老年人的社交关系

（ 表 ５ ） 。 在养老院 ， 老年人在室 内 及室外

院内 活动 ， 这有助于他们通过聊天等社交

活动提升社交关系。 由于老年人的腿脚灵

活性逐年下降 ，
些过窄的通道将阻碍老

６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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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老年人社交关系 回 归分析表

编号 Ｍ ｏ ｄ ｅ ｌ Ｂ Ｓｔ ｄ ．Ｅ ｒ ｒｏ ｒ ｔ Ｓ ｉ ｇ ．

３ （常数 ） ０ ． ０ ３ ７ ０ ． ０９３ ０ ． ３９ ７ ０ ． ６９４

无障碍性 ０ ． ６ ６２ ０ ． ２ ０８ ３ ． １ ８９ ０ ． ００ ３

宽度 ０ ． ７ ６８ ０ ． １ １ ４ ６ ． ７ １ ３ ０ ． ０００

清洁 １ ． １ ３ ２ ０ ． ２ ２ ３ ５ ． ０８ ６ ０ ． ０ ０ ０

电源插座
－

０ ． ０３６ ０ ． ０ １ ８
－

２ ． ０５０ ０ ． ０４８

图 ５ 养老院通道或门洞的宽度

年人的正常通行 ， 老年人在较窄的通道 （ 图

５
） 、 门 洞中通行 ， 很容易受伤 。 最终 ， 由

于通行较困难 ， 老年人宁愿减少 出 门活动 。

长此以往 ， 老年人的健康及社交关系很难

得到保障 。 反之 ， 较 为宽敞的门或者通道

（ 图 ５ ） ， 老年人通行较为便利
［６ ３ ］

， 他们更

愿意在室内外活动 。 无障碍性越好 ， 宽度

越含适的养老院 ， 老年人四处走动的积极

性越高 ，
互相见面聊天的频次就越大 ， 因

此社交关系就越好 。

５ 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 ， 无障碍性、 员工、

宽度及呼叫设施等因子对于老年人的生活

质量影响较大。 为了有效改善养老院的设

施管理质量 ， 作者从老年人 、 养老院 、 政

府 ３ 个层面提出若干建议。

对于老年人来讲 ， 良好的生活质量是

他们晚年生活的主要追求 ， 老年人应该从

以下方面改善 自 己的生活质量 ： （
１

） 每 日

定量运动 ： 定量运动有助于帮助老年人维

持 自 身的身体机能 ， 延缓肌肉退化 。 为此 ，

老年人可 以选择适含 自 己的运动方式 ， 如

散步 ， 使用康乐设施等 。 （ ２ ）积极参加社交 ：

老年人在养老院可 以经常同院友及护理人

员聊天互动 ， 或者拜访老友或者参加家庭

聚会等方式有助于老年人保持积极乐观的

心态 ，
避免长时 间 自 己胡思乱想 、 担忧等

不 良情绪的滋生。 （
３

） 避免久坐 ： 久坐的

生活方式会使老年人 面临很多身体机能降

低的风险
［６４ ］

。

养老院可以釆取 以下方式改善老年人

的居住环境 ， 提升他们的生活质 量 （ １
）

无障碍性 ： 屋内地面全部消除高差、 台阶 ，

并使用防滑地胶垫进行铺设 ， 尽可能降低

老人在屋内摔倒的风险 ，
也为将来老人使

用轮椅做准备 ， 地面材质 以带有凹 凸纹理

的木地板为佳 ， 防滑性能好 ， 跌倒时降低

危险性。 （ ２
） 宽度 ： 养老院走廊或楼道的

宽度应该保持两个轮椅并行通行顺畅 ，
浴

室的门洞能保证坐轮椅 ， 或者使用助行器

（ 如拐杖等 ） 顺畅通行 。 （
３

） 呼叫设施 ： 为

了防止老人在睡觉期 间发生什么意外 ，
可

考虑在老人床边设置一个呼叫设施 （ 如平

安钟 ） ， 当 老 人感觉身体不适 ， 按住床头

的呼叫设施及时通知护理人 员 。

作者 建议政府部 门应该积极釆取 如

下相关政策引导和促进养老院的设施管理

水平 ： （ １ ） 鼓励大学高校及社会的志愿者、

社工定期去养老院探访 ， 创造机会让老年

人参 与活动 ， 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 。 （
２

）

养老院 由于经费有限 ， 维持 日 常运转尚可 ，

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改善设施管理状况相对

来讲还是很难 ， 政府应该通过财税制度如

减税 ， 设置养老院建设基金等为养老院改

善设施管理状况提供政策支持。 （ ３ ） 鼓励

社会资本积极参 与养老院的改善 。 （
４

） 建

立完善统 的 、 科学的 、 以老年人生活质

量为最终依 归的养老院设施管理服务考核

标准及养老院居住环境评价体系 ， 提高养

老院的进入 门槛 ， 改善老年人 日 常生活 中

的诸多不便 ，
为老年人在养老院安度晚年

生活提供环境支持。

６ 结论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 ， 养老问题已

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 。 养老院

养老是我国主要养老方式之一 。 然而养老

院内部的设施管理质量很难保障居住在内

的老年人的 日常生活质量 。 通过在四家养

老院进行问卷调查研究 ， 本文探索发现影

响老年人生活质量的若干养老院设施管理

因子。 基于此 ， 提 出了针对老年人 、 养 老

院及政府部门的相关政策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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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ｇｅ ｉ ｎ ｇ ：Ｏ ｎｔ ｈ ｅ Ｉ ｎｔｅ ｒａｃｔ ｉ ｏ ｎｂｅｔｗｅｅ ｎＦ ｒａ ｉ ｌ

Ｏ ｌ ｄｅ ｒＰｅｏ
ｐ

ｌｅａ ｎｄｔ ｈｅＢ ｕ ｉ ｌ ｔＥ ｎｖ ｉ ｒｏ ｎ ｍ ｅ ｎｔ Ｃ Ｄ ］ ．

Ｓｔ ｏ ｃｋ ｈｏ ｌ ｍ ：Ｒｏｙ ａ ｌ Ｉ ｎ ｓ ｔ ｉｔｕ ｔｅｏｆＴｅｃ ｈ ｎ ｏ ｌ ｏｇｙ ，

ＫＴＨ ，Ｓｔｏｃｋｈｏ ｌ ｍ
，２０ １ １ ．

［２５ ］ Ｅ ｄ ｗ ａ ｒ ｄ ｓＭ
，Ｈ ａ ｒ ｄ ｉ ｎ ｇＥ ．Ｂ ｕ ｉ ｌ ｄ ｉ ｎ ｇｏ ｕ ｒ

Ｆ ｕｔ ｕ ｒｅｓ ：Ｍｅｅｔ ｉ ｎｇｔ ｈｅＨｏ ｕ ｓ ｉ ｎｇＮ ｅｅｄ ｓｏｆａ ｎ

Ａｇｅ ｉ ｎｇＰｏ
ｐ
ｕ ｌ ａ ｔ ｉ ｏ ｎ ［ Ｍ ］ ．Ｌｏｎｄｏ ｎ ： Ｉ ｎｔｅ ｒｎ ａｔ ｉ ｏｎａ ｌ

Ｌｏｎｇｅ
ｖ ｉｔｙＣｅ ｎｔ ｒｅＵ Ｋ ，２００６ ．

［２６ ］ Ｗ ａ ｈ １ＨＷ
ｆＧ ｉ ｔ ｌ ｉ ｎＬＮ ．Ｅ ｎ ｖ ｉ ｒｏ ｎ ｍ ｅ ｎ ｔ ａ ｌ

Ｇ ｅ ｒ ｏ ｎ ｔ ｏ １ ｏ ｇ ｙ ［ Ａ ］ ／／ Ｉ ｎＪＥＢ ｉ

＇

ｒ ｒ ｅ ｎ （ ｅ ｄ ｓ ）

Ｅ ｎ ｃｙｃ ｌ ｏ
ｐ
ｅ ｄ ｉ ａｏ ｆＧ ｅ ｒｏ ｎ ｔ ｏ ｌ ｏ ｇｙ ＣＣ ］ ，Ｏｘｆｏ ｒ ｄ ：

Ｅｎｇ ｌ ａ ｎ ｄ Ｅ ｌ ｓ ｅｖ ｉｅ ｒ
，２ ００７ ：４９ ４

－

５ ０ １ ．

［２ ７ ］ 黄方艾 ． 重庆都市区养老院居住建筑设计

初探 ［Ｄ ］ ． 重庆 ： 重庆大学 ． ２０ １ ２ ．

［２８］ 徐立楼 ． 养老院建筑及环境研究 ［Ｄ］ ． 含肥 ：

含肥工业大学 ，
２０ １ ０ ．

［２９ ］ 李子玉 ． 养老院户外环境设计研究 ［ Ｄ ］ ． 北

京 ： 北京林业大学 ，
２０ １ ２ ．

［３０ １ Ａ Ｎ Ｓ Ｉ ／Ａ Ｓ Ｈ Ｒ Ａ ＥＳ ｔ ａ ｎ ｄ ａ ｒ ｄ５ ５ ．Ｔ ｈ ｅ ｒ ｍ ａ ｌ

Ｅ ｎ ｖ ｉ ｒ ｏ ｎ ｍ ｅ ｎ ｔ ａ ｌＣ ｏ ｎ ｄ ｉ ｔ ｉ ｏ ｎ ｓｆ ｏ ｒＨ ｕ ｍ ａ ｎ

Ｏ ｃｃ ｕ ｐ ａ ｎ ｃｙ ＣＳ ］ ．Ａｔ ｌ ａ ｎｔ ａ
，ＧＡ ，Ｕ ＳＡ ：Ａ ｍ ｅ ｒ ｉ ｃａ ｎ

Ｓｏｃ ｉｅｔｙｏｆＨｅａｔ ｉ ｎｇ ．Ｒｅｆｒ ｉ ｇｅ ｒａ ｔ ｉ ｎｇａ ｎｄＡ ｉ ｒ
－

Ｃｏｎ ｄ ｉ ｔ ｉｏ ｎ ｉ ｎ
ｇＥ ｎ ｇ ｉ ｎ ｅｅｒｓ

，２００ ４ ．

［ ３ １ ］ Ｃ ｏ ｈ ｅ ｎＵ
，Ｄ ａ ｙＫ ．Ｃ ｏ ｎ ｔ ｅ ｍ

ｐ
ｏ ｒ ａ ｒ ｙ

Ｅ ｎｖ ｉ ｒｏｎｍｅ ｎｔ ｓｆｏ ｒＰｅｏｐｌ ｅｗ ｉ ｔ ｈＤｅ ｍｅ ｎｔ ｉ ａ ［Ｍ ］ ．

Ｂ ａ ｌ ｔ ｉ ｍ ｏ ｒｅ ：Ｔ ｈ ｅＪ ｏ ｈ ｎ ｓＨ ｏ ｐ ｋ ｉ ｎ ｓＵ ｎ ｉ ｖｅ ｒｓ ｉ ｔｙ

Ｐ ｒｅｓ ｓ
，１ ９９３ ．

［ ３２ ］ Ｗ ａ ｒ ｎ ｅ ｒＭＬ ．Ｔ ｈ ｅＣ ｏ ｍ
ｐ ｌ ｅ ｔ ｅＧ ｕ ｉ ｄ ｅｔ ｏ

Ａ ｌ ｚ ｈ ｅ ｉ ｍ ｅ ｒ

＇

ｓ
－

ｐ
ｒｏｏｆ ｉ ｎｇｙｏ ｕ ｒＨ ｏ ｍ ｅ ［ Ｍ ］ ．Ｗｅ ｓ ｔ

Ｌａｆａｙｅｔｔｅ ：Ｐ ｕ ｒｄ ｕ ｅＵ ｎ ｉｖｅ ｒｓ ｉ ｔｙＰ ｒｅ ｓｓ
，２０００ ．

［３ ３ ］ Ｚｇ ｏ ｌ ａＪ ．Ａ ｌ ｚ ｈ ｅ ｉ ｍ ｅ ｒ

＇

ｓｄ ｉ ｓ ｅ ａ ｓ ｅａ ｎ ｄｔ ｈ ｅ

ｈ ｏ ｍｅ ： Ｉ ｓ ｓｕ ｅ ｓ ｉ ｎｅ ｎ ｖ ｉ ｒｏ ｎｍ ｅ ｎ ｔ ａ ｌｄ ｅ ｓ ｉ ｇ
ｎ ［Ｊ ］ ．

Ａｍｅ ｒ ｉ ｃ ａ ｎＪｏ ｕ ｒ ｎａ ｌｏｆＡ ｌ ｚｈ ｅ ｉ ｍ ｅ ｒ

＇

ｓＣ ａ ｒｅａ ｎｄ

Ｒｅ ｌ ａｔｅｄＤ ｉ ｓｏｒｄｅ ｒｓ＆Ｒｅ ｓｅ ａ ｒｃｈ
，１ ９ ９０ ，

５ （ ３ ） ： １ ５
－

２２ ．

［３４］ Ｒ ａ ｓ ｉ ｎａ ｈ ｏＭ ，Ｈ ｉ ｒｖｅ ｎ ｓ ａ ｌ ｏＭ
，Ｌ ｅ ｉ ｎ ｏｎ ｅ ｎＲ

，

ｅｔａ ｌ ．Ｒａ ｎｄｏｍ ｉｚｅｄＣｏ ｎｔ ｒｏ ｌ ｌ ｅｄＴｒ ｉ ａ ｌｏ ｎｔ 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 ｈｙｓ ｉｃａ ｌＡｃｔ ｉ ｖ ｉ ｔｙＣｏ ｕ ｎ ｓｅ ｌ ｌ ｉ ｎｇｏ ｎ

Ｐ ｈｙｓ ｉ ｃａ ｌＡｃｔ ｉ ｖ ｉ ｔｙａ ｍ ｏ ｎｇＯ ｌｄｅ ｒＰ ｅｏ
ｐ

ｌ ｅ ［Ａ］／／ １ ８ｔ ｈ

Ｎ ｏ ｒ ｄ ｉ ｃＣ ｏ ｎ ｇ ｒｅ ｓ ｓｏｆＧ ｅ ｒｏ ｎ ｔｏ ｌ ｏｇｙ ＣＣ ］ ．２００６ ：

３６ ．

［３ ５ ］ Ｃ ｒｅｗｓＤＥ ，Ｚａ ｖｏｔ ｋａＳ ．Ａｇ ｉ ｎｇ ，ｄ ｉ ｓａ ｂ ｉ ｌ ｉｔｙ，

ａ ｎ ｄｆ ｒ ａ ｉ ｌ ｔｙ ： Ｉ ｍ ｐ
ｌ ｉ ｃ ａ ｔ ｉ ｏ ｎ ｓｆｏ ｒｕ ｎ ｉ ｖ ｅ ｒ ｓ ａ ｌ

ｄ ｅ ｓ ｉ ｇ ｎ ［ Ｊ ］ ．Ｊ ｏ ｕ ｒ ｎ ａ ｌｏ ｆＰ ｈ ｙ ｓ ｉ ｏ ｌ ｏ
ｇ

ｉ ｃ ａ ｌ

Ａｎｔｈ ｒｏｐｏ ｌｏｇｙ，２００６ ，２ ５ （ １ ） ： １ １ ３
－

１ １ ８ ．

［ ３６ ］ Ｆ ｒ ａ ｎ ｋＪＳ ．Ｐ ａ ｔ ｌ ａＡＥ ．Ｂ ａ ｌ ａ ｎ ｃ ｅａ ｎ ｄ

ｍ ｏ ｂ ｉ ｌ ｉ ｔ ｙｃ ｈ ａ ｌ ｌ ｅ ｎ ｇ ｅ ｓ ｉ ｎｏ ｌ ｄ ｅ ｒａ ｄ ｕ ｌ ｔ ｓ ：

Ｉ ｍ ｐ ｌ ｉ ｃ ａ ｔ ｉ ｏ ｎ ｓｆｏ ｒｐ
ｒ ｅ ｓ ｅ ｒ ｖ ｉ ｎ ｇｃ ｏ ｍ ｍ ｕ ｎ ｉ ｔｙ

ｍ ｏｂ ｉ ｌ ｉｔｙ ［Ｊ ］ ．Ａｍｅ ｒ ｉ ｃ ａ ｎＪ ｏｕ ｒｎａ ｌｏｆＰｒｅｖｅｎｔ ｉ ｖｅ

６９



现代城市研究
Ｉ

２０ １ ９ ． １ ２城市管理 ｜Ｕ Ｒ ＢＡＮ ＭＡ Ｎ ＡＧ ＥＭ Ｅ Ｎ Ｔ

Ｍ ｅｄ ｉ ｃ ｉ ｎｅ ，２ ０ ０ ３ ，
２ ５ （ ３ ） ： １ ５ ７

－

１ ６３ ．

［３ ７ ］ Ｐｅｔｅ ｒ ｓ ｅｎＲ ，
．Ｍ ａｙｏＣ ｌ ｉ ｎ ｉ ｃｏ ｎＡｌ ｚ ｈ ｅ ｉ ｍ ｅ ｒ

＊

ｓ

Ｄ ｉ ｓｅａｓｅＣＭ ］ ．Ｒｏｃ ｈｅｓｔｅｒ
，Ｍ Ｎ

，ＵＳＡ ：ＭａｙｏＣ ｌ ｉ ｎ ｉｃ

Ｈｅ ａ ｌｔ ｈ Ｉ ｎｆｏｒｍ ａｔ ｉｏ ｎ
，２００２ ．

［ ３８ ］ 郭健含 ． 东北地区老人住宅室内空 间环境

改造设计研究 ［ Ｄ ］ ． 长春 ： 吉林艺术学院 ， ２ ０ １ ６ ．

［ ３９ ］ 梁 丹 艳 ， 段 生云 ， 李 婦 ， 等 ． 呼和 浩 特市

养老院的老年人跌倒影响因素研究 ［ Ｊ ］ ． 伤害医

学 ， ２ ０ １ ７， ６⑴ ： ３０
－

３４ ．

［４ ０ ］ 苑倩敏 ． 抚宁县光辉养老院 户外交流空 间

景观设计 ［ Ｄ ］ ． 保定 ： 河北农业大学 ，
２ ０ １ ６ ．

［４ １ ］ 赵淑睿 ． 体验型养老地产景观规划设计研

究 ［Ｄ ］ ． 雅安 ： 四川农业大学 ． ２０ １ ６ ．

［４２ ］ Ｌ ｏ ｕ ｋ ａ ｔ ｏ ｕ
－

Ｓ ｉ ｄ ｅ ｒ ｉ ｓＡ ．Ｔ ｒ ａ ｎ ｓ ｐ ｏ ｒ ｔ ａ ｔ ｉ ｏ ｎ
，

Ｌ ａ ｎ ｄＵ ｓ ｅ
，ａ ｎ ｄＰ ｈｙ ｓ ｉ ｃ ａ ｌＡ ｃ ｔ ｉ ｖ ｉ ｔｙ ：Ｓ ａ ｆ ｅ ｔｙ

ａ ｎ ｄＳ ｅｃ ｕ ｒ ｉ ｔｙＣ ｏ ｎ ｓ ｉ ｄ ｅ ｒ ａ ｔ ｉ ｏ ｎ ｓ ．Ｔ Ｒ ＢＳ ｐ
ｅ ｃ ｉ ａ ｌ

Ｒ ｅ ｐ
ｏ ｒ ｔ２８２

－

Ｄ ｏ ｅ ｓｔ ｈ ｅＢ ｕ ｉ ｌ ｔＥ ｎ ｖ ｉ ｒ ｏ ｎ ｍ ｅ ｎ ｔ

Ｉ ｎ ｆ ｌ ｕ ｅ ｎ ｃ ｅＰ ｈｙ ｓ ｉ ｃ ａ ｌＡ ｃ ｔ ｉ ｖ ｉ ｔ ｙ ？Ｅ ｘ ａ ｍ ｉ ｎ ｉ ｎ
ｇ

ｔ ｈ ｅＥ ｖ ｉ ｄ ｅ ｎ ｃｅ Ｅ Ｒ ］ ．Ｐ ａ
ｐ
ｅ ｒｐ

ｒ ｅ
ｐ
ａ ｒ ｅｄｆｏ ｒｔ ｈ ｅ

Ｔ ｒ ａ ｎ ｓ
ｐ
ｏ ｒ ｔ ａ ｔ ｉ ｏ ｎＲ ｅ ｓ ｅ ａ ｒ ｃ ｈＢ ｏ ａ ｒ ｄａ ｎ ｄｔ ｈ ｅ

Ｉ ｎ ｓ ｔ ｉｔｕ ｔｅｏｆＭ ｅｄ ｉ ｃ ｉ ｎ ｅＣｏ ｍ ｍ ｉ ｔ ｔｅｅｏｎＰｈｙｓ ｉ ｃ ａ ｌ

Ａ ｃ ｔ ｉ ｖ ｉ ｔｙ ，Ｈ ｅ ａ ｌ ｔ ｈ
，Ｔｒａ ｎ ｓ

ｐ
ｏ ｒｔ ａ ｔ ｉ ｏ ｎ

，ａ ｎ ｄＬ ａ ｎ ｄ

Ｕ ｓｅ
，２００４ ．

［４３ ］ ＢｅａｒｄＪＲ
，Ｂ ｌ ａ ｎ ｅｙＳ ，Ｃ ｅ ｒｄ ａＭ

，ｅｔａ ｌ ．

Ｎ ｅ ｉ
ｇ
ｈ ｂ ｏ ｒ ｈ ｏｏｄｃ ｈ ａ ｒａ ｃｔｅ ｒ ｉ ｓ ｔ ｉ ｃ ｓａ ｎ ｄｄ ｉ ｓ ａ ｂ ｉ ｌ ｉ ｔｙ

ｉ ｎｏｌ ｄ ｅ ｒａ ｄ ｕ ｌ ｔ ｓ ［Ｊ ］ ．Ｊ ｏｕ ｒ ｎ ａ ｌ ｓｏ ｆＧｅ ｒｏ ｎ ｔｏ ｌ ｏ ｇｙ ：

Ｓ ｅ ｒ ｉ ｅ ｓＢ
．２０ ０ ９ ，６ ４ （ ２ ） ：２ ５２ ２ ５ ７ ．

［４４ ］ Ｋ ａ ｐ ｌ ａ ｎＲ ．Ｔ ｈ ｅｎ ａｔ ｕ ｒｅｏｆｔｈ ｅｖ ｉ ｅｗｆ ｒｏｍ

ｈ ｏ ｍ ｅ ：Ｐ ｓｙｃ ｈｏ ｌ ｏｇ ｉ ｃ ａ ｌｂｅ ｎ ｅｆ ｉ ｔ ｓ ［Ｊ ］ ．Ｅ ｎ ｖ ｉ ｒ ｏｎ ｍ ｅ ｎｔ

ａ ｎｄｂｅ ｈ ａｖ ｉ ｏｒ
，２ ００ １ ，３ ３ （４ ） ：５０ ７

－

５ ４ ２ ．

［４５ ］ Ｊ ｉ ｌ ｃ ｏ ｔ ｔＳＢ
，Ｅｖｅ ｎ ｓｏ ｎＫＲ

．Ｌ ａ ｒａ ｉ ａＢＡ
，

ｅｔａ ｌ ．Ｐ ｅ ｅ ｒｒ ｅｖ ｉ ｅｗｅｄ ：Ａ ｓ ｓ ｏｃ ｉ ａｔ ｉ ｏｎｂｅ ｔｗｅｅ ｎ

ｐ ｈｙｓ ｉ ｃ ａ ｌａ ｃｔ ｉ ｖ ｉ ｔｙａ ｎ ｄｐ
ｒｏｘ ｉ ｍ ｉｔｙｔｏｐ

ｈｙｓ ｉ ｃ ａ ｌ

ａ ｃ ｔ ｉ ｖ ｉ ｔｙｒ ｅ ｓ ｏ ｕ ｒ ｃ ｅ ｓａ ｍ ｏ ｎ ｇ ｌ ｏ ｗ ｉ ｎ ｃ ｏ ｍ ｅ
，

ｍ ｉ ｄ ｌ ｉ ｆ ｅｗ ｏ ｍ ｅ ｎ ［ Ｊ ］ ．Ｐ ｒ ｅ ｖ ｅ ｎ ｔ ｉ ｎ ｇＣ ｈ ｒ ｏ ｎ ｉ ｃ

Ｄ ｉ ｓｅ ａ ｓｅ ，２０ ０ ７
，４ （ １ ） ： １ １ ６ ．

［４６ ］ Ｋｅ ｒ ｒＪ ，Ｅｖｅ ｓＦ
，Ｃ ａ ｒ ｒ ｏ ｌ ｌＤ ．Ｅｎｃ ｏ ｕ ｒａｇ ｉ ｎ ｇ

ｓｔ ａ ｉ ｒｕ ｓ ｅ ：Ｓｔ ａ ｉ ｒ
－

ｒ ｉｓｅ ｒｂ ａ ｎ ｎｅ ｒｓａ ｒ ｅｂ ｅｔｔｅ ｒ

ｔ ｈ ａ ｎｐｏｓｔ ｅ ｒｓ ［Ｊ ］ ．Ａｍ ｅ ｒ ｉ ｃ ａ ｎＪｏ ｕ ｒ ｎ ａ ｌｏｆＰ ｕ ｂ ｌ ｉ ｃ

Ｈｅ ａ ｌ ｔ ｈ
，２００ １ ， ９ １ （８ ） ： １ １ ９ ２

－

１ １ ９３ ．

［４７ ］ 吴敏 ． 基于需求与供 纟含视 角的机构养老服

务发展现状研究 ［ Ｄ ］ ． 济南 ： 山东大学 ， ２０ １ １ ．

［４８ ］ 翁开源 ， 陆文 敏 ， 洪 爽 ． 对养 老院需求的

调查与建议 ： 以珠三 角部分地区养老院为例 ［Ｊ ］ ．

中国老年学 ，
２０ １ ３ ， ３ ３ （ １ ０ ）２ ３ ３ ８

－

２ ３ ４０ ．

［４９ ］ 邢凤梅 ． 董胜莲 ， 张小曼 ， 等 ． 养老院 人力

资源配置现状及对策 ［Ｊ ］ ． 河北联含大学学报 （ 医

学版 ） ，
２ ０ １ ３

，
１ ５⑶ ： ４ １ ４ ４ １ ５ ．

［ ５０ ］ 李佳星 ． 普适性养老院居住空 间设计研究

［ Ｄ ］ ． 长春 ： 吉林建筑大学 ，
２０ １ ７ ．

［ ５ １ ］Ｗｏ ｒ ｌ ｄＨ ｅ ａ ｌ ｔ ｈＯ ｒ
ｇ ａ ｎ ｉ ｚ ａ ｔ ｉ ｏ ｎ ．Ｗ Ｈ ０Ｑ ０ Ｌ ＢＲ Ｅ Ｆ ：

Ｉ ｎ ｔ ｒｏ ｄ ｕ ｃ ｔ ｉ ｏ ｎ
，Ａｄ ｍ ｉ ｎ ｉ ｓ ｔ ｒａ ｔ ｉ ｏ ｎ

，Ｓ ｃｏ ｒ ｉ ｎ ｇａ ｎ ｄ

Ｇ ｅ ｎ ｅ ｒ ｉ ｃＶ ｅ ｒ ｓ ｉ ｏｎｏｆｔ ｈ ｅＡ ｓ ｓ ｅ ｓ ｓ ｍ ｅ ｎｔ ：Ｆ ｉ ｅ ｌ ｄ

Ｔｒ ｉ ａ ｌＶｅ ｒｓ ｉ ｏ ｎ
，Ｄ ｅ ｃｅ ｍ ｂｅ ｒ１ ９９ ６［ Ｒ ］ ．Ｇｅ ｎ ｅ ｖ ａ ：

Ｗｏｒｌ ｄＨｅａ ｌ ｔ ｈＯｒｇ ａ ｎ ｉ ｚ ａｔ ｉ ｏ ｎ ，１ ９９６ ．

［ ５２ ］ Ｓ ｕＣＴ
，Ｎ ｇＨＳ

，Ｙ ａ ｎ ｇＡＬ
，ｅ ｔａ ｌ ．

Ｐｓｙｃ ｈｏ ｍ ｅｔ ｒ ｉ ｃｅｖａ ｌ ｕ ａｔ ｉ ｏｎｏｆｔ ｈｅｓ ｈ ｏ ｒ ｔｆｏ ｒ ｍ

３６Ｈ ｅ ａ ｌ ｔ ｈＳ ｕ ｒ ｖ ｅｙ （ Ｓ Ｆ ３６ ）ａ ｎ ｄｔ ｈ ｅＷ ｏ ｒ ｌ ｄ

Ｈ ｅ ａ ｌｔ ｈＯ ｒ ｇ ａ ｎ ｉ ｚ ａ ｔ ｉ ｏ ｎＱ ｕ ａ ｌ ｉ 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Ｓ ｃ ａ ｌ ｅ

Ｂ ｒ ｉ ｅｆＶ ｅ ｒ ｓ ｉ ｏ ｎ （ Ｗ Ｈ ０ Ｑ ０ Ｌ
－

Ｂ Ｒ Ｅ Ｆ ）ｆｏ ｒｐ
ａ ｔ ｉ ｅ ｎ ｔ ｓ

ｗ ｉ ｔ ｈｓ ｃ ｈ ｉ ｚ ｏ
ｐ
ｈ ｒ ｅ ｎ ｉ ａ Ｅ Ｊ ］ ．Ｐ ｓ ｙ ｃ ｈ ｏ ｌ ｏ ｇ ｉ ｃ ａ ｌ

ａ ｓ ｓｅ ｓ ｓｍ ｅ ｎ ｔ ．２０ １ ４ ，２６ （３ ） ：９８０
－

９８９ ．

［ ５３ ］ Ｇ ｉ ｔ ｌ ｉ ｎＬＮ ．Ｅ ｎ ｖ ｉ ｒ ｏ ｎ ｍ ｅ ｎ ｔ ａ ｌＡ ｄ ａ
ｐ
ｔ ａ ｔ ｉ ｏ ｎ ｓ

ｆｏ ｒ Ｉ ｎ ｄ ｉ ｖ ｉ ｄ ｕ ａ ｌ ｓｗ ｉｔ ｈＦｕ ｎｃｔ ｉ ｏ ｎ ａ ｌＤ ｉｆｆ ｉ ｃ ｕ ｌ ｔ ｉ ｅ ｓ

ａ ｎ ｄＴ ｈ ｅ ｉ ｒＦ ａ ｍ ｉ ｌ ｉ ｅ ｓ ｉ ｎｔ ｈ ｅＨ ｏ ｍ ｅａ ｎ ｄ

Ｃ ｏ ｍ ｍ ｕ ｎ ｉ ｔ ｙ ［ Ａ ］ ／／ Ｉ ｎ ｔ ｅ ｒ ｎ ａ ｔ ｉ ｏ ｎ ａ ｌＨ ａ ｎ ｄ ｂ ｏ ｏ ｋ

ｏ ｆＯ ｃ ｃ ｕ ｐ ａ ｔ ｉ ｏ ｎ ａ ｌＴ ｈ ｅ ｒ ａ
ｐｙ Ｉ ｎ ｔ ｅ ｒ ｖ ｅ ｎ ｔ ｉ ｏ ｎ ｓ ．

Ｓｐｒ ｉ ｎｇｅｒ Ｉｎｔｅ ｒ ｎ ａ ｔ ｉ ｏｎ ａ ｌＰ ｕ ｂｌ ｉ ｓｈ ｉ ｎ ｇ Ｅ Ｍ ］ ，２０ １ ５ ：

１ ６ ５
－

１ ７ ５ ．

［ ５ ４ ］ Ｄ ｕ ｔ ｔ ｏ ｎＲ ．Ｔ ｈ ｅｂ ｕ ｉ ｌ ｔｈ ｏ ｕ ｓ ｉ ｎ
ｇ

ｅ ｎ ｖ ｉ ｒｏ ｎ ｍ ｅ ｎ ｔ ，ｗｅ ｌ ｌ ｂｅ ｉ ｎｇ ，ａ ｎｄｏ ｌ ｄｅ ｒｐｅｏｐ
ｌ ｅ ［Ｊ ］ ．

Ｗ ｅ ｌ ｌ ｂ ｅ ｉ ｎ ｇ ：ＡＣ ｏ ｍ
ｐ

ｌ ｅｔ ｅＲ ｅ ｆ ｅ ｒ ｅ ｎ ｃ ｅＧ ｕ ｉ ｄ ｅ
，

２０ １ ４ （ ５ ） ：１

－

３ ８ ．

［ ５ ５ ］ Ｖ ａ ｎＨ ｏ ｏ ｆＪ
，Ｋｏ ｒ ｔＨＳＭ

．Ｖ ａ ｎＷ ａ ａ ｒ ｄ ｅ

Ｈ
，ｅｔａ ｌ ．Ｅ ｎ ｖ ｉ ｒｏ ｎｍｅ ｎｔ ａ ｌ ｉ ｎ ｔ ｅ ｒ ｖｅ ｎ ｔ ｉ ｏ ｎ ｓａ ｎ ｄ

ｔ ｈｅｄｅ ｓ ｉ ｇ
ｎｏ ｆｈ ｏｍ ｅ ｓｆｏ ｒｏ ｌ ｄｅ ｒａｄ ｕ ｌｔ ｓｗ ｉ ｔ ｈ

ｄ ｅｍｅ ｎ ｔ ｉ ａ ：Ａ ｎｏｖｅ ｒｖ ｉ ｅｗ ［Ｊ ］ ．Ａｍｅ ｒ ｉ ｃ ａ ｎＪ ｏ ｕ ｒｎ ａ ｌ

ｏｆＡ ｌ ｚ ｈ ｅ ｉ ｍ ｅ ｒ
＇

ｓＤ ｉ ｓ ｅ ａ ｓｅ＆Ｏｔ ｈ ｅ ｒＤ ｅｍ ｅ ｎｔ ｉ ａ ｓ
，

２ ０ １ ０
，２ ５ （３ ） ：２０ ２

－

２ ３２ ．

［５６ ］ Ｍ ａ ｔ ｈ ｉ ｅ ｓｏ ｎＫＭ
，Ｋ ｒｏ ｎ ｅ ｎ ｆｅ ｌ ｄＪＪ

，Ｋｅ ｉ ｔ ｈＶ

Ｍ ．Ｍ ａ ｉ ｎ ｔ ａ ｉ ｎ ｉ ｎ ｇｆ ｕ ｎ ｃ ｔ ｉ ｏ ｎ ａ ｌ ｉ ｎｄ ｅ
ｐ
ｅ ｎ ｄ ｅ ｎｃ ｅ ｉ ｎ

ｅ ｌｄｅ ｒ ｌ ｙａ ｄ ｕ ｌ ｔ ｓ ：Ｔ ｈｅｒｏ ｌ ｅ ｓｏｆｈｅａ ｌ ｔ ｈｓｔａ ｔ ｕ ｓ

ａ ｎ ｄｆ ｉ ｎ ａ ｎ ｃ ｉ ａ ｌｒ ｅ ｓ ｏ ｕ ｒ ｃ ｅ ｓ ｉ ｎｐ
ｒ ｅ ｄ ｉ ｃ ｔ ｉ ｎ

ｇ

ｈ ｏ ｍ ｅｍ ｏ ｄ ｉ ｆ ｉ ｃ ａ ｔ ｉ ｏ ｎ ｓａ ｎ ｄｕ ｓｅｏ ｆｍ ｏ ｂ ｉ ｌ ｉ ｔｙ

ｅ
ｑ
ｕ ｉ

ｐ
ｍｅｎ ｔ＾ ］ ．Ｔ ｈ ｅＧｅ ｒｏ ｎ ｔｏ ｌｏ

ｇ
ｉ ｓ ｔ ，２００２

，
４ ２ （ １ ） ：

２４ ３ １ ．

［ ５７ ］ Ｈ ｉ ｎ ｄ ｍ ａ ｒ ｓ ｈＪＪ
，Ｅ ｓ ｔ ｅ ｓＥＨ ．Ｆ ａ ｌ ｌ ｓ ｉ ｎ

ｏ ｌ ｄ ｅ ｒｐ
ｅ ｒｓ ｏｎ ｓ ：Ｃ ａ ｕ ｓｅ ｓａ ｎ ｄ ｉ ｎ ｔｅ ｒｖｅ ｎ ｔ ｉｏ ｎ ｓ ［Ｊ ］ ．

Ａｒｃ ｈ ｉ ｖｅ ｓｏｆ Ｉ ｎｔｅ ｒｎ ａ ｌＭｅｄ ｉ ｃ ｉ ｎ ｅ
，１ ９８ ９

，１ ４９ （ １ ０ ） ：

２２ １ ７
－

２ ２ ２ ２ ．

［ ５８ ］ Ｌ ａ ｎ
ｇ
ｅＭ ．Ｔ ｈ ｅｃ ｈ ａ ｌ ｌ ｅ ｎ

ｇ ｅｏ ｆｆ ａ ｌ ｌ

ｐ
ｒｅｖｅ ｎｔ ｉ ｏｎ ｉ ｎｈ ｏ ｍｅｃａ ｒｅ ：ａｒ ｅ ｖ ｉ ｅｗｏｆｔ ｈｅ

ｌ ｉ ｔｅ ｒａ ｔ ｕ ｒｅ ［Ｊ ］ ．Ｈ ｏ ｍｅＨ ｅ ａ ｌ ｔ ｈ ｃ ａ ｒ ｅＮ ｏｗ
，１ ９ ９ ６ ，

１ ４ （ ３ ） ：１ ９８
－

２０６ ．

［ ５９ ］ Ｔ ｉ ｄ ｅ ｉ ｋ ｓ ａ ａ ｒＲ ．Ｆ ａ ｌ ｌ ｓ ｉ ｎＯ ｌ ｄ ｅ ｒＰ ｅ ｏ
ｐ

ｌ ｅ ：

Ｐ ｒ ｅ ｖｅ ｎ ｔ ｉ ｏ ｎａ ｎ ｄＭ ａ ｎ ａ ｇ ｅ
ｍ ｅ ｎ ｔ ［ Ｍ ］ ．Ｂ ａ ｌｔ ｉ ｍ ｏ ｒｅ ：

Ｈ ｅ ａ ｌｔ ｈＰ ｒｏｆｅ ｓ ｓ ｉ ｏ ｎ ｓＰ ｒｅ ｓ ｓ
，２ ００ ２ ．

［ ６０ ］ Ｌｅ ｕ ｎ ｇＭ
，Ｆａｍ ａ ｋ ｉ ｎ Ｉ０ ，ｅｔａ ｌ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

ｆａ ｃ ｉ ｌ ｉ ｔ ｉ ｅ ｓｍ ａ ｎ ａ ｇ ｅｍ ｅ ｎ ｔｃｏｍ
ｐ
ｏ ｎ ｅ ｎｔ ｓｏ ｎｔ ｈｅ

ｑ
ｕ ａ ｌ ｉ ｔｙｏｆ ｌ ｉ ｆｅｏｆＣｈ ｉ ｎｅ ｓｅｅ ｌ ｄ ｅ ｒｌｙ ｉｎｃａ ｒ ｅ

ａ ｎ ｄａ ｔｔ ｅ ｎ ｔ ｉ ｏ ｎｈ ｏ ｍ ｅ ｓ ＣＪ ］ ．Ｆａ ｃ ｉ ｌ ｉ ｔ ｉ ｅ ｓ
，２ ０ １ ７

，

３ ５ （ ５／６ ） ：２ ７０ ２ ８５ ．

［６ １ ］ Ｃ Ａ Ｂ Ｅ ．Ｓ ｐ
ａ ｃｅ ｉ ｎＨ ｏ ｍｅ ｓ ：Ｗ ｈ ａ ｔＲｅ ｓ ｉ ｄ ｅ ｎ ｔ ｓ

Ｔ ｈ ｉ ｎ ｋ
，Ｃｏ ｍ ｍ ｉ ｓ ｓ ｉ ｏｎｆｏ ｒＡｒｃ ｈ ｉ ｔｅ ｃ ｔ ｕ ｒｅａ ｎ ｄｔ ｈ ｅ

Ｂ ｕ ｉ ｌ ｔＥ ｎ ｖ ｉ ｒｏ ｎ ｍ ｅ ｎｔ ：Ｌｏｎｄｏ ｎ ［ Ｒ ］ ，２ ００９ ．

［６２ ］ Ｗ ａ ｎ ｇＪＪ ．Ｐ ｓｙ ｃ ｈ ｏ ｌ ｏ
ｇ

ｉ ｃ ａ ｌａ ｂ ｕ ｓｅａ ｎ ｄｉ ｔ ｓ

ｃ ｈ ａ ｒ ａ ｃ ｔ ｅ ｒ ｉ ｓ ｔ ｉ ｃｃ ｏ ｒ ｒ ｅ ｌ ａ ｔ ｅ ｓａ ｍ ｏ ｎ
ｇｅ ｌ ｄ ｅ ｒ ｌ ｙ

Ｔａ ｉｗ ａ ｎ ｅ ｓｅ ＬＪ ］ ．Ａｒｃ ｈ ｉ ｖｅ ｓｏｆｇ ｅ
ｒ ｏ ｎ ｔｏ ｌ ｏｇ ｙａ ｎ ｄ

ｇ ｅ
ｒ ｉ ａ ｔ ｒ ｉ ｃ ｓ

，２ ００６ ，
４ ２ （３ ） ： ３０ ７

－

３ １ ８ ．

［６３ ］ Ｍ ｏ ｌ ｌ ｅ ｎ ｋｏ
ｐ
ｆＨ

，Ｗａ ｌ ｋｅ ｒＡ ．Ｑ ｕ ａ ｌ ｉｔｙｏ ｆＬ ｉ ｆｅ

ｉ ｎＯ ｌ ｄＡｇ ｅ ［ Ｍ ］ ．Ｄｏ ｒｄ ｒｅｃ ｈｔｔ ：Ｓｐ ｒ ｉ ｎ ｇ ｅ
ｒ

，２００７ ．

［６４ ］ ＭｃＧ ｕ ｉ ｒｅＤＫ
，Ｌｅｖ ｉ ｎｅＢＤ

，Ｗ ｉ ｌ ｌ ｉ ａ ｍ ｓｏｎＪ

Ｗ
，ｅｔａ ｌ ．Ａ３０

－

ｙｅ ａ ｒｆｏｌ ｌ ｏｗ
－

ｕ
ｐｏ

ｆｔｈｅＤ ａ ｌ ｌ ａ ｓ

ｂｅｄｒ ｅ ｓ ｔａ ｎ ｄｔ ｒａ ｉ ｎ ｉ ｎ ｇｓ ｔ ｕ ｄｙ ［Ｊ ］ ．Ｃ ｉ ｒ ｃ ｕ ｌ ａ ｔ ｉ ｏｎ
，

２００ １
，１ ０４ （ １ ２ ） ：１ ３ ５８

－

１ ３ ６６ ．

７ 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