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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的《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主要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北京市社会心理工作联合会养老产业心理服务专业委员会提出。 

本文件由北京市社会心理工作联合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市社会心理工作联合会、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智慧康养研究院、中国民用航空局民用航空医学中心、北京劳动保障职

业学院、国家开放大学老年大学、大家健康养老产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远洋养老运营管理有限公

司、国投健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市通州区德仁社区心理服务中心、北京大学老龄事业发展研究中

心、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民政部培训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大华、闫芳、唐丹、王翠丽、江淑一、姜薇、王婷、刘彩梅、聂永慧、熊德

杰、谭疆宜、张小欧、余运英、侯雅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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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响应国家《“十四五”健康老龄规划》和党中央提出的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及开展老年心

理关爱行动等工作的部署，助力老年心理健康服务规范化的建设，科学有效地评估老年群体的心理健康，

特制定本文件。 

本文件旨在运用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规范老年人心理健康评估服务的内容和实施办法。本文件提

供的评估内容、指标和工具等关键技术的科学依据来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老年人心理健康评估标

准和体系”（2020YFC2003002）的核心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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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规定了老年人心理健康的术语和定义、评估实施和等级评定。  

本文件适用于为老年人心理健康提供筛查、评估、干预服务和从事相关科学研究的组织和机构。 

+) 0.12345)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 6789:)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 )

;<=)older adults))

指年龄在 60周岁及以上的人。 

%&+) )

>?@A)mental health)

个体心理的各个方面及活动过程处于一种良好或正常的状态，包括认知健康、情绪健康与社会健康

三个方面。 

%&+&-)  
认知健康 cognitive health 
指个体的主客观认知功能状态良好。 

%&+&+)  
情绪健康 emotional health 

    指个体有较好的生活满意度和积极的情绪体验。 
%&+&%)  

社会健康 social health 
指个体对社会和人际关系有积极的态度和体验。 

%&%) )

>?@ABCDE)risk of mental health impairment)

指影响个体心理健康的积极因素减少且或消极因素增多的情况。 
注：积极因素包括必要的社会支持和社会参与；消极因素包括一年内的负性生活事件。 

%&F) )

>?@AGHIJ)assessment of mental health status)

    指采用专业测评工具对个体的心理健康状态和心理健康受损风险进行测量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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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IJ=M 

具有全日制高中或中专以上学历,有 5年及以上从事医疗护理、健康管理、养老服务、老年社会工

作、老年心理健康研究等经历并具有相关专业背景；评估人员需接受过本文件的培训，理解评估指标内

容,掌握评估要求。 

F&+) IJNO 

能对评估内容进行自主回应或可以通过评估代理者进行回应的老年人。 
注：评估代理者包括熟悉评估对象的家人、护工、机构工作人员或其他照护者。 

F&%) IJPQ 

评估对象现居住地的社区或机构或家里。评估地点的具体选择应安静隔音、明亮舒适、可以保证隐

私安全、便于进行评估；评估地点若是社区或者机构应该尽量安排在低楼层或者带有无障碍电梯的场所。 

F&F) IJRSTUV 

F&F&-) >?@AGH 

包括心理健康的三个维度（总分为 100 分），即： 
——认知健康（0-30 分）； 
——情绪健康（0-40 分）； 
——社会健康（0-30 分）。 
具体评估内容见附录 A 的表 A“老年人心理健康评估表”中“二、评估项目”。 

F&F&+) >?@ABCDE 

包括影响心理健康的两个维度（总分为 9 分），即： 
——积极因素（0-5 分）； 
——消极因素（0-4 分）。 
具体评估内容见附录 A 的表 A“老年人心理健康评估表”中“二、评估项目”。 

F&W) IJXY 

F&W&-) IJZ[ 

老年人心理健康评估流程如下： 
a) 确认拟评估对象符合本文件规定的人群范围，并确定合适的评估地点和环境； 
b) 评估人员与评估对象或代理评估者进行沟通，建立信任关系，使评估对象或代理评估者愿意

接受评估人员的评估； 
c) 通过询问评估对象或代理评估者，填写附录 A“老年人心理健康评估表”中“一、基本信息”的

内容； 
d) 按照附录 A“老年人心理健康评估表”中“二、评估项目”，使用附录 B 中评估工具对评估对象

进行逐项评估，并填写和转换每个指标的评分； 
e) 计算认知健康、情绪健康、社会健康以及心理健康受损风险评估中每个维度的分值； 
f) 最终得到评估对象的心理健康综合状态评估报告，评估人员和评估机构进行签字。 

F&W&+) IJ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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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人员采用一对一的观察和询问方式，记录评估对象或代理评估者的回答，在进行分数转换和

计算总分后，出具纸质版评估或电子版评估的心理健康综合状态报告。 

F&W&%) IJ]^_` 

评估过程中应注意下列事项： 
a) 评估前，确保评估对象或代理评估者符合本文件所限定人群的要求，并且只允许评估人员和

评估对象/代理评估者单独在场； 
b) 评估中，应注意指导语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同时确保其易理解性； 
c) 评估中，若评估对象身体/精神出现不适，或者评估对象中途自愿放弃评估，应及时终止评

估； 
d) 评估后，应仔细核对转换分值、计算的总分，保证报告无误。 

F&a) IJbcd3 

用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各项工作，包括老年人心理健康筛查、监测、干预效果的评估等方面；也

可应用于相关政策的出台；不适用于临床诊断。 

W) IJefI9)

W&-) ;<=>?@AghiGH8BCDEIJef 

认知健康、情绪健康、社会健康中每个维度的健康状态评估等级见表 1；心理健康受损风险评估的

风险等级见表 2。将表 1 和表 2 中评估的各维度状态填写在附录 A 的表 A“老年人心理健康评估表”的
“三、心理健康状态各维度评估结果”和“四、心理健康综合状态评估结果”中。  

! 1 "#$%&'()*+,-./01! 

健康状态 认知健康 情绪健康 社会健康 

健康 
30 分，且该项三级指标中

任一项评分不为 0 

36-40 分，且该项三级指标

中任一项评分不为 0 

25-30 分，且该项三级指标

中任一项评分不为 0 

基本健康 
15-29 分，且该项三级指标

中任一项评分不为 0 

21-35 分，且该项三级指标

中任一项评分不为 0 

19-24 分，且该项三级指标

中任一项评分不为 0 

不健康 
≤14 分，或该项三级指标

中任一项评分为 0 

≤20 分，或该项三级指标

中任一项评分为 0 

≤18 分，或该项三级指标

中任一项评分为 0 

 

 
! 2 "#$%&'(2345./01! 

风险等级 风险因素总分 

低风险 0-1 分 

中风险 2-4 分 

高风险 ≥5 分 

W&+) ;<=>?@AjkGHIJef 

老年人心理健康综合状态评估要计算认知健康、情绪健康、社会健康三个维度的评分之和，并考虑

不同的心理健康受损风险等级。具体的综合健康状态评估等级见表 3。评估员可参照表 3对老年人心理

健康综合状态做出判定，并填写在附录 A 的表 A “老年人心理健康评估表”的“四、心理健康综合状态评

估结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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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健康状态 评估标准 

健康 

低风险 
80-100 分；且心理健康状态评估三个维度均为健康；且心理健康受损风险等级

为低风险。 

中风险 
80-100 分；且心理健康状态评估三个维度均为健康；且心理健康受损风险等级

为中风险。 

高风险 
80-100 分；且心理健康状态评估三个维度均为健康；且心理健康受损风险等级

为高风险。 

基本健康 

低风险 
60-79 分；不满足“健康”和“不健康”评估标准；且心理健康受损风险等级为

低风险。 

中风险 
60-79 分；不满足“健康”和“不健康”评估标准；且心理健康受损风险等级为

中风险。 

高风险 
60-79 分；不满足“健康”和“不健康”评估标准；且心理健康受损风险等级为

高风险。 

不健康 

低风险 
59 分及以下；或认知健康、情绪健康、社会健康中任一维度为不健康；且心理

健康受损风险等级为低风险。 

中风险 
59 分及以下；或认知健康、情绪健康、社会健康中任一维度为不健康；且心理

健康受损风险等级为中风险。 

高风险 
59 分及以下；或认知健康、情绪健康、社会健康中任一维度为不健康；且心理

健康受损风险等级为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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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心理健康评估表见表 A。 
 

! A "#$%&'(./! 
一、基本信息 

1. 评估人员信息 
姓名  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  

所属机构名称  

记录方式 □纸笔    □电子终端 
评估日期 年   月   日 评估地点 □社区  □养老机构  □评估对象家中 

评估对象是否

自主回应 
□否（有代理评估者）   □是 
注：若选是，即评估对象自主回应评估内容，则跳过代理评估者信息，直接回答评估对象信息。 

2. 代理评估者信息 
姓名  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  

与评估对象 
关系 □家人  □护工  □机构工作人员  □其他     照护时长       年      月 

3. 评估对象信息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 □汉族    □少数民族 宗教信仰 □有    □无 

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  

婚姻状况 □未婚 □已婚 □离婚 

□丧偶  文化程度 
□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中专 

□大专 □本科 □研究生及以上  

居住地区 □城市    □农村   有无在世子女 □有（    个）    □无 

收入来源 □个人经济收入  □子女的经济支持  □退休金/养老金  □商业养老金   □其他     

二、评估项目 
评估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转换分值 具体评估标准及分值转换对照表 

心理健康状

态评估 

认知健康 
30分 

自陈评估 
15分 

认知障碍自评

量表 （  ）分 

15 分，正常，附录 B 中 B.1 认

知障碍自评量表评分 0-2 分 
7 分，轻度下降，附录 B 中 B.1
认知障碍自评量表评 3-5 分 
0 分，中度下降，附录 B 中 B.1
认知障碍自评量表评分 6-8 分 

客观评估 
15分 画钟测验 （  ）分 

15 分，正常，附录 B 中 B.2 画

钟测验评分 3-4 分  
7 分，轻度下降，附录 B 中 B.2
画钟测验评分 2 分 
0 分，中度下降，附录 B 中 B.2
画钟测验评分 0-1 分 

情绪健康 
40分 

积极体验 
20分 生活满意度 （  ）分 

20分，满意，附录B中B.3.1生活

满意度指标评分8-10分  
12分，一般，附录B中B.3.1生活

满意度指标评分3-7分 
4分，不满意，附录B中B.3.1生
活满意度指标评分0-2分 

消极体验 
20分 焦虑情绪 （  ）分 10分，正常，附录B中B.3.2焦虑情

绪指标评分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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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分，轻度，附录B中B.3.2焦虑情

绪指标评分1-5分 
0分，重度，附录B中B.3.2焦虑情

绪指标评分6-10分 

抑郁情绪 （  ）分 

10分，正常，附录B中B.3.3抑郁
情绪指标评分0-7分 

6分，轻度，附录B中B.3.3抑郁
情绪指标评分8-11分 

0分，重度，附录B中B.3.3抑郁
情绪指标评分12-18分 

社会健康 
30分 

积极体验 
15分 

人际信任感 （   ）分 

10分，良好，附录B中B.4.1人际
信任感指标评分＞2分 
6分，一般，附录B中B.4.1人际
信任感指标评分为2分 
3分，较差，附录B中B.4.1人际
信任感指标评分＜2分 

感恩意识 （   ）分 

5分，良好，附录B中B.4.2感恩
意识指标得分≧9分 

3分，一般，附录B中B.4.2感恩
意识指标评分5-8之间 
1分，较差，附录B中B.4.2感恩
意识指标评分0-4分 

消极体验 
15分 孤独感 （   ）分 

15分，正常，附录B中B.4.3孤独
感量表指标评分0分 

10分，轻度，附录B中B.4.3孤独
感量表指标评分1-2分 
5分，明显，附录B中B.4.3孤独
感量表指标评分3-6分 

心理健康受损风险评估 

积极因素 
5分 

社会支持 （   ）分 

0分，不缺乏社会支持，附录B中
B.5.1社会支持指标评分0分 
2分，社会支持较低，附录B中

B.5.1社会支持指标评分2分 
4分，社会支持很低，附录B中

B.5.1社会支持指标评分4分 

社会参与 （   ）分 

0分，社会参与度正常，附录B中
B.5.2社会参与指标评分0分 
1分，社会参与度过低，附录B中
B.5.2社会参与指标评分1分 

消极因素 
4分 负性生活事件 （   ）分 

0分，无消极影响，附录B中
B.5.3负性生活事件指标量表评分

0分 
2分，消极影响较高，附录B中
B.5.3负性生活事件指标评分1-2
分 
4分，消极影响很高，附录B中
B.5.3负性生活事件指标评分≥3
分 

三、心理健康状态各维度评估结果 

认知健康 （   ）分，□健康 □基本健康 □不健康  

情绪健康 （   ）分，□健康 □基本健康 □不健康 

社会健康 （   ）分，□健康 □基本健康 □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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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心理健康综合状态评估结果 

老年人心理健康综合状态 健康状态：（   ）分，  □健康     □基本健康  □不健康 
风险等级：（   ）分，  □低风险   □中风险    □高风险 

评估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评估机构意见：  □健康+低风险  □基本健康+低风险  □不健康+低风险 
                □健康+中风险  □基本健康+中风险  □不健康+中风险 

□健康+高风险  □基本健康+高风险  □不健康+高风险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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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心理健康评估工具汇总见表B。下表中表B.1为认知障碍自评量表(AD8)，表B.2为画钟测验
(CDT)，表B.3为情绪健康评估工具，表B.4为社会健康评估工具，表B.5为心理健康受损风险评估工具。 

 

! B "#$%&'(./89:;! 

表B.1 认知障碍自评量表 (AD8) (Galvin et al, 2005) 

表B.2 画钟测验 (CDT) (Shulman, 2000) 

表B.3 情绪健康评估工具 

B.3.1 生活满意度 (Pavot & Diener, 1993) 

B.3.2 焦虑情绪 (Pachana et al, 2007) 

B.3.3 抑郁情绪 (Radloff, 1977) 

表B.4 社会健康评估工具 

B.4.1 人际信任感 (高学德, 2016) 

B.4.2 感恩意识 (McCullough et al, 2002) 

B.4.3 孤独感 (Hughes et al., 2004) 

表B.5 心理健康受损风险评估工具 

B.5.1 社会支持 (Lubben et al, 2006) 

B.5.2 社会参与 (主要依据CHARLS数据编制） 

B.5.3 负性生活事件 (孙鹃娟 & 蒋炜康, 2020) 

 
 
 

! B. 1 <=>?@.A! (AD8) 

在最近几年，您是否出现下面的情况 是 否 
不 知

道 

1.判断力出现问题(例如，觉得自己很难做一个决定；或者会经常被人推销买一些没用的东

西；或者有思考障碍等) 
1分 0分 0分 

2.出现兴趣减退，爱好改变，活动减少 1分 0分 0分 

3.不断重复同一件事(例如，总是问相同的问题，重复讲同一个故事或同一句话等) 1分 0分 0分 

4.学习使用某些简单的日常工具或家用电器、器械有困难（例如电脑，智能手机，遥控器、

微波炉等） 
1分 0分 0分 

5.记不清当前的月份或年份等（例如询问，“现在是哪一年，哪个月份？”） 1分 0分 0分 

6.处理复杂的个人财务问题有困难（例如，不知如何看账单，如何交水、电、煤气费等） 1分 0分 0分 

7.记不住和别人的约定（例如，忘了之前约好的事情，时间或地点等） 1分 0分 0分 

8.日常生活中的记忆和思考能力出现问题 1分 0分 0分 

得分： 

注：得分为选择相应选项后的分值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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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2 BCDE (CDT) 
指导语：要求被试在白纸上画一个钟，先画上钟表盘，再在表盘上标上12个数字，然后把指针指在制定时间的位置（例

如9点15分），被试要在10分钟内完成。 

评分标准 得分 

画出闭锁的圆 1分 

将数字安放在正确的位置 1分 

表盘上包括12个正确顺序的数字 1分 

将指针安置在正确的位置上 1分 

得分： 

注：1.得分为符合标准得分的总和； 

2.若评估对象因身体原因（如残疾、手抖等），无法握笔，则可通过给他人指令协助画钟测验。 

 
 

! B. 3 FG'(./89 
指标 条目 是 中立 否 

B.3.1 

生活满意度 

1.您的生活在大多数方面都接近于您的理想 2分 1分 0分 

2.您的生活条件很好 2分 1分 0分 

3.您对您的生活很满意 2分 1分 0分 

4.到现在为止，您已经得到了在生活中您想要得到的重

要东西 
2分 1分 0分 

5.如果您能再活一次，您基本上不会作任何改变 2分 1分 0分 

得分： 

B.3.2 

焦虑情绪 

在过去一周，是否出现下列情况 是 中立 否 

1.您总是在担忧 2分 1分 0分 

2.一点儿小事也会给您很大烦恼 2分 1分 0分 

3.您觉得自己是爱担忧的人 2分 1分 0分 

4.您经常感到紧张 2分 1分 0分 

5.您的想法经常让您很焦虑 2分 1分 0分 

得分： 

B.3.3 

抑郁情绪 

在过去一周，出现下列情况的频率 没有 有时 经常 

1.您觉得自己心情很好吗 2分 1分 0分 

2.您觉得孤单吗 0分 1分 2分 

3.您觉得心里很难过吗 0分 1分 2分 

4.您觉得自己的日子过得很不错吗 2分 1分 0分 

5.您觉得不想吃东西吗 0分 1分 2分 

6.您睡眠不好吗 0分 1分 2分 

7.您觉得自己不中用了吗 0分 1分 2分 

8.您觉得自己没事可做吗 0分 1分 2分 

9.您觉得生活中有很多乐趣（有意思的事情）吗 2分 1分 0分 

得分： 

注：所有指标得分均为选择相应选项后的分值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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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4 HI'(./89 
指标 您是否同意以下陈述 是 中立 否 

B.4.1 

人际信任感 

1.社会上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 2分 1分 0分 

2.社会上大多数人是要非常小心提防的 0分 1分 2分 

得分： 

B.4.2 

感恩意识 

您是否同意以下陈述 是 中立 否 

1.生命中您觉得有太多需要感谢的人 2分 1分 0分 

2.如果您要列出您觉得要感谢的人或事，那将会很长

的一串 
2分 1分 0分 

3.当您环顾这个世界时，您看不出多少需要感谢的人

或事   
0分 1分 2分 

4.您认为要感谢各种各样的人 2分 1分 0分 

5.随着年龄的增长，您发现自己更会感谢对您成长有

影响的人和事 
2分 1分 0分 

6.要您说出要感谢什么人或什么事要花很多时间才想

得出来 
0分 1分 2分 

得分： 

B.4.3 

孤独感 

在过去一周，出现下列情况的频率 没有 有时 经常 

1.您觉得没人陪伴您 0分 1分 2分 

2.您觉得被别人忽略了 0分 1分 2分 

3.您觉得被别人孤立了 0分 1分 2分 

得分： 

注：所有指标得分均为选择相应选项后的分值总和。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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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5 %&'(2345./89 
指标 最近一个月您得到过几位家人或亲友的帮助？

（物质帮助、情感帮助、实际帮助等） 

没有 1位 2位及以上 

B.5.1 

社会支持 

4分 2分 0分 

风险得分： 

B.5.2 

社会参与 

在最近一个月里，您是否参加过下列活动 

1.从事有收入的工作 

2.参与政治团体的活动（例如政策宣传、党建、民主党派或民间政治团体的活动） 

3.为社会或社区的管理献言献策或参与投票 

4.参与社区或社会组织的志愿服务 

5.参加慈善活动（捐款，捐物） 

6.给亲戚、朋友或邻居帮忙做事 

7.为亲友或邻居消解烦心事 

8.与亲友或邻居聚会 

9.与他人一同旅行或郊游 

10.参加学习类活动（例如参观博物馆、参加老年大学等） 

11.参加休闲娱乐类活动（例如广场舞、棋牌、运动、摄影等） 

12.其他，        

风险得分： 

注：0 项，计风险分数为 1 分；1 项及以上，计风险分数为 0 分 

其他--是指除所列举活动外的其他有效社会活动，按照活动形式数计分 

B.5.3 

负性生活事件 

最近一年您的生活中是否发生以下事件 是否发生 事件风险系数 

1.本人重病（重病：指危及生命的疾病） 0 否   1 是 2 

2.独居 0 否   1 是 1 

3.失能 0 否   1 是 1 

4.家人重病（重病：指危及生命的疾病） 0 否   1 是 1 

5.意外事故 0 否   1 是 1 

6.配偶去世 0 否   1 是 1 

7.子女去世 0 否   1 是 2 

8.其他亲友去世 0 否   1 是 1 

9.与亲友起冲突 0 否   1 是 2 

10.财物损失 0 否   1 是 1 

11.自然灾害 0 否   1 是 1 

风险得分： 

注：风险得分 = 选择“是”的事件风险系数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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