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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疗法介入对机构养老老人心理健康干预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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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机构养老老人心理健康水平较低，为解决机构养老老人心理健康问题，可以在心理调适时介入宠物疗法。从

宠物疗法的角度，宠物能够为老年人提供持续的陪伴和无条件的爱，有效减轻他们的孤独感和隔离感。与宠物的互动不仅

增加了身心健康水平，还有助于提供情感支持，帮助他们减轻压力和抑郁情绪。此外，照顾宠物的经验能够增强老年人的

自信心和自我价值感，使他们生活更有规律和目标。借助介入干预研究的手段来研究表明：宠物疗法对机构养老老人的心

理健康具有积极的干预效果，能够显著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在机构养老环境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值得进一

步推广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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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南丁格尔在 1859 年说过：“一个小宠物常常是病人最

好的伙伴，尤其是那些长期患有慢性疾病的人”。几千年以

来宠物一直在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中用于治疗，而且在

养老院等场所这种疗法已获得承认。研究表明，动物辅助治

疗具有显著的成效，能够舒缓患者的紧张情绪，降低血压，

减缓心率，进而改善他们的身体状况与精神面貌。[1] 通过与

宠物的亲密互动，患者在生理与心理层面均获得了诸多益

处。这一发现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治疗视角，让我

们深刻认识到宠物在人类健康领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宠物疗法，亦称动物辅助治疗，是一种以动物为桥梁，

借助人与动物的亲密互动，助力弱势群体及残障人士提升社

交能力的有效手段。该疗法通过引入特定动物，激发受助者

的身心变化，进而促进其在社会融入及精神层面的正面发

展，实现全面而深远的积极影响。

1 机构养老老人的心理健康问题

当下，我国老年人口基数庞大，形势严峻。据 2023 年

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至岁末，全国 60 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已达 2.97 亿，占比 21.1%；65 岁及以上则逾 2.17 亿，

占比 15.4%，抚养比高达 22.5%，标志着我国迈入中度老龄

化社会。在养老模式中，机构养老占比 7%，虽在物质与医

疗条件上颇具优势，但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却远不及居家

与社区服务，差距显著，亟待关注与改善。

1.1 家庭缺失和亲情淡漠

当下社会，“421 家庭模式”盛行，一对年轻夫妇需赡

养四位老人，压力山大。机构养老成为众多家庭的选择，尤

其对于那些子女忙于生计、经济条件有限、老人无房产或失

去自理能力的家庭。在养老院等福利机构，老人们活动受限，

必须遵从机构安排，自主性缺失。加之家庭成员照料不足，

老人易感家庭疏离，进而萌生自弃之念，心理健康问题亟待

关注。

1.2 机构质量和金钱付出不对等

我国养老服务业发展滞后于社会需求，面临人才短缺，

尤其是专业护理人才匮乏。同时，产业发展资金不足，政策

滞后，导致标准不一、定价混乱，基础设施与医疗水平不匹

配。医养分离，缺乏有效协调，严重制约老年人生活质量和

幸福感提升，亟待改善。

1.3 自尊心和自信心受挫

老人在养老机构受护工照料，易感负面情绪，认同感

下降，觉自身无用，产生抵触、烦躁、忧虑等情绪。退休老

人由供养转非供养，心理落差大，自尊受损，自信缺失，心

理健康水平下滑，亟待关注与疏导。

1.4 孤独抑郁等心理活动

当老人由居家温馨之所转向机构养老之新境，其生活

之巨变，实乃身心之大考。受限于体衰与认知之障，彼辈融

入新环境之力日渐式微，与人言谈交心之难，如影随形，致

使社交之碍与被弃之感悄然滋生。抑或因其社交之力与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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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薄弱，社交之网稀疏，孤独之感愈发强烈，如影附形，难

以挥去。[2]  

2 宠物疗法在养老机构中促进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可行性

探索

据德邦研究所精心编纂之《2023 年 -2024 宠物行业白

皮书》所载数据，吾辈得以窥见宠物行业之蓬勃发展。自

2019 年至 2023 年间，全国城镇宠物犬猫之数量，已从 9915

万之众跃升至 12155 万之巨，其中宠物犬由 5503 万减至

5175 万，而宠物猫则由 4412 万激增至 6980 万，其复合增

长率 CAGR 高达约 4.2%。宠物之角色，已悄然蜕变，由昔

日之家畜畜牧业之附庸，晋升为今日之家养生活伴侣，猫狗

二族更是独占鳌头，其余异宠亦渐入人们视野。宠物之饲养，

不仅映照出人们生活之变迁，更对人类之心理调节产生深远

影响，促进心理健康之水平，此等议题，已然成为学界亟待

探究之重要课题。

Barak 等人针对精神分裂症老年患者实施了一项为期一

年的对照实验。实验组中，10 位患者每周与宠物狗或猫进

行 4 小时的亲密互动；而对照组的 10 人则参与阅读和时事

讨论活动。实验结果显示，与宠物接触的患者在社交能力、

刺激控制以及日常活动方面均实现了显著提升。在另一项动

物辅助治疗的研究中，参与者每天会拥抱并爱抚狗狗约 5 分

钟。在动物辅助疗法实施前后，研究人员对病人的情绪进行

了评估。结果发现，10 名参与者在生气、敌意、紧张以及

焦虑等负面情绪方面均有所减轻。[3]

2003 年，Anne Bizu[4] 等人开展了一项为期 10 周的马辅

助心理治疗研究，对象为 5 名长期遭受精神障碍困扰的成年

人。在这段治疗期间，患者们不仅学习了骑马技巧，还尽可

能地与马进行亲密接触，照顾它们的日常生活，并积极投身

于团体训练中。他们运用独特的创造性方法，旨在锻炼和提

升个人的表达能力。治疗结束后，令人欣慰的是，患者与马

匹之间建立起了深厚的情谊，他们的自信心也随之显著增强。

2.1 宠物疗法在心理健康层面的正面影响

在与动物的相处过程中，尤其是当这些毛茸茸的小伙伴

与机构中的老人们建立起亲昵关系时，一种难以言喻的满足

感和舒适感便在老人们的心中油然而生。[5] 这份特殊的情感

联结，不仅为老人们带来了大量的自我成就感，更为他们的

精神状态筑起了一道坚实的防线，使之趋于平稳与和谐。众

多研究表明，饲养宠物对于心理健康的积极影响不容忽视。

例如，有研究指出，宠物陪伴能够显著促进社区老年人的身

心健康，使他们在晚年生活中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同

时，宠物还是缓解老年人抑郁情绪的良药，为那些身处孤独

与寂寞中的老人们带来了一抹温暖的阳光。

Dembicki D. 与 Anderson[6] 的研究便揭示了宠物拥有与

老年人健康状况改善之间的密切联系。他们发现，拥有宠物

的老年人在身体与心理层面均表现出更为积极的状态。而

Johnson TP[7] 等人的研究则进一步验证了宠物对于提升人类

情感依附的重要性，他们通过量表评估发现，与宠物建立起

深厚情感联结的个体，在心理健康方面往往表现出更为明显

的优势。综上所述，与动物的相处不仅能够为机构中的老人

们带来心灵上的慰藉与满足，更在潜移默化中促进了他们的

身心健康，使之在晚年生活中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

2.2 宠物疗法在社会层面的正面影响

让成年人和老年人一同养宠物，不仅可以加深家庭关

系，也有助于增强社会凝聚力和促进不同年龄段之间的交流

互动，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养老产业水平与质量。研究表明，

宠物可以成为人们珍贵的社会支持来源，给予人们关爱、价

值感和被爱的感觉。这些都对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有着积极

的影响，并能延长人们的寿命。Cuzack 和 Smith[8] 指出，宠

物可以成为人们重要的社会支持源泉，不仅仅是因为宠物给

人们带来的快乐和陪伴，更是因为它们能够满足人们的情感

需求和提供心理支持。Justice[9] 提到，宠物带来的支持、爱

和陪伴对人们的健康有着重要的影响。Davis[10] 则认为，宠

物在家庭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为家庭成员们

带来情感交流和共同成长的机会。[11]

2.3 宠物疗法在身体健康层面的正面影响

宠物疗法在机构老人亲自动手去遛狗饲养的同时，加

强老人自我动手能力，亲自参与下，能实现老人，减少内心

压力，心情舒缓，老人从各个方面进行不同程度的锻炼，防

止自我身体机能的减退。同时宠物疗法可以促进老人早睡早

起，保持正常生物节律，决部分机构老人需要药物介入来进

入睡眠。抚摸动物的时候，可以降低老人血压，促进心脑血

管系统的健康，在心脏病发作时的幸存率也要大于没有宠物

伴侣的老人。解认知障碍患者通过长时间宠物疗愈的治疗方

式，反复刺激，老人是可以起到明显好转的变化。研究表明，

养宠物对身体健康有着积极的影响。例如，养宠物可以提高

心肌梗塞患者的生存率，[12] 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率等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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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显示，与不养宠物的老年人相比，养宠物的老年人

体力活动得分更高。[14] 是否养宠物也被证明是影响老年人

体力活动得分的重要因素。总的来说，宠物疗法对于养老机

构的老人群体有着积极的影响。[15]

3 宠物疗法存在问题与风险挑战

当前我国养老服务行业发展与社会需求存在巨大鸿沟，

急需创新改革。养老服务与宠物行业的融合尚需政府政策和

社会认可支持，缺乏领导力的辐射带动作用。必须促进产业

融合与升级，以更好满足老年人和社会的需求。

3.1 宠物疗法在国家层面面临问题和风险挑战

3.1.1 政策法律法规与文化差异

目前，宠物疗法在国内外已有一定开展，但缺乏统一

标准和规划，也未有明确法律规定责任归属，导致各地法规

和制度的不一致。同时，法律与道德之间可能存在差异，这

或许是社会问题的根源。不同文化对待动物的态度不同，可

能会影响宠物疗法的接受程度和普及率。为推动宠物疗法更

好发展，应设立统一规范，规定责任归属，并思考法律与道

德之间的关系。此外，需要尊重各种文化差异，以便更广泛

地推广宠物疗法，达到更好的效果。

3.1.2 人畜共患病以及宠物行为失控问题

目前已知，动物身上可能携带多种病原体和寄生虫，

引发人畜共患传染病。与宠物接触可能会增加感染疾病的风

险，特别是对于老年人而言。尽管宠物医疗水平不断提升，

但我们仍需保持警惕。在接受宠物疗法前后，我们需要充分

了解宠物的性格特点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解决方案。更重要

的是，宠物的选育和培训过程必须严格规范。我们应该意识

到，与宠物的互动可能会带来潜在的健康风险，因此在享受

宠物带来的愉悦的同时，也要注意预防措施的重要性。

3.1.3 动物福利与保护

动物的福利也是需要保护的，在老人去世后的宠物是

否存在长期的继续照顾，需要关注老人的身体健康水平，以

及宠物是否遭受过非必要的压力和伤害。

3.2 宠物疗法在社会层面面临问题和风险挑战

3.2.1 资源分配不均

宠物疗法的应用虽然受到限制，但在特定地点的实施

却能带来独特的效益。然而，这也导致资源分配不均，使得

并非所有机构养老老人都能享受到宠物疗法的益处。因此，

当地政府是否致力于重视养老产业和宠物行业的发展，以促

进两者的融合与升级，成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议题。通过加

强政策支持和行业规范，或许可以创造更多的机会，让更多

的老人能够受益于宠物疗法，实现产业的良性发展和社会的

全面进步。

3.2.2 宠物行业本身存在问题

宠物行业缺乏统一标准和体系，宠物驯导师资质不明

确，价格不透明，医疗服务过度。行业人才匮乏，认可度低，

成就感缺乏。需要建立规范标准，提高行业专业水准，加强

教育培训，提升行业社会地位和价值。只有如此，宠物行业

才能更加健康有序发展，为宠物及其主人提供更好的服务和

保障。

3.3 宠物疗法在个人层面面临问题和风险挑战

3.3.1 老人惧怕动物，家属拒绝饲养

部分老人或其家属在与宠物的互动中受伤导致恐惧情

绪，不愿再接触宠物。但是否依恋宠物会导致心理健康降低，

或者是心理水平降低导致老人依恋宠物，这个问题还需要综

合考虑。心理学研究表明，有些人因生活经历不同而过度依

赖宠物，孤立自己，防止与他人交流。然而，宠物疗法引发

的过度依赖会带来更大的身心伤害，因为对宠物的死亡或失

踪导致的恐惧会加剧痛苦。因此，我们在使用宠物疗法时需

谨慎，避免过度依赖，保持与他人的互动，避免孤立自己。

这样才能真正达到心理健康的目标。

3.3.2 期望过高与经济负担

宠物疗法是一种辅助治疗方式，不是决定性因素，需

要长期的治疗下才可能起到效果。宠物疗法的实施需要消耗

大量人力物力，且可能不被医疗保险计划所包括，患者家庭

经济压力大，部分儿女可能在效果不太明显的情况下，产生

不满和抵制情绪，容易产生消极应对、家庭关系紧张、心理

压力增大等负面影响。

4 宠物疗法应用于机构养老老人心理健康干预的实施途径

4.1 干预目的

提供机构养老老人愉悦的身心体验是至关重要的。我

们鼓励老人与宠物建立亲密的关系，通过抚摸和互动，让他

们感受到深度放松和愉悦。这种互动不仅可以带来快乐，还

有助于老人们减轻孤独和压力。在宠物的陪伴下，老人们能

够感受到无条件的爱和关怀，这对他们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

都非常重要。让老人通过与宠物互动，改善机构老人身体机

能。在机构养老老人给宠物提供食物进行喂养和带宠物去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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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改善老人身体，提高肌肉力量和身体协调性，预防疾病

发生。享受生活中的美好时刻。

提供精神慰藉是宠物给予机构老人的一项重要功能。

在失去亲人之前，老人与伴侣动物（尤其是狗、猫）之间已

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关系。当不幸事件发生时，这种关系成为

老人心灵上的支柱，带给他们亲情的慰藉。伴侣动物延续了

爱心和亲情，通过熟悉的亲切交流，满足了老年人部分的社

交需求。[16] 狗、猫等宠物成为老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伴侣，

他们的陪伴给予老人温暖和安慰，填补了失去亲人后的空虚

感。通过与宠物互动，老人在孤独时也能感受到爱和陪伴，

减轻心理上的孤独感和抑郁情绪，让他们更加积极地面对生

活。因此，为机构老人提供宠物伴侣不仅是满足他们感情需

求的重要途径，也是关爱和支持他们心灵健康的有效方式。

4.2 实施模式

4.2.1 干预准备阶段

宠物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

养老机构中，它们成为了老人们最忠诚的伙伴和朋友。人类

与动物之间建立起的亲密关系被称为人 - 宠物依恋关系 [17]，

这种关系不仅能够增加养宠者的社会交往，还能间接促进人

们的健康和幸福，有益于缓解孤独感和社会隔离。研究表明，

人 - 宠物依恋关系还可以减少对应激事件的认知，保护人

们避免焦虑、抑郁相关性疾病，并提高从严重疾病中康复的

能力。[18] 在养老机构中，宠物疗法被广泛应用于治疗小组，

小组成员多为机构养老老人，人数约在 15 人左右。宠物疗

法适用于自理老人与介助老人，筛选符合的小组成员，进

行宠物疗法介入，挑选适合老人的宠物，宠物性格应于老人

性格相当，不产生过分依恋，否则宠物丢失或死亡会给老人

产生巨大心理打击。可以在宠物驯导师与护理师的陪同下进

行，为其进行宠物与机构老人互动。

4.2.2 干预实施阶段

要确保宠物与老人交流平台顺利搭建、宠物生病或失

控时得到专业处理，养老机构应聘请兽医和宠物驯导师等专

业人员提供支持。他们负责策划宠物与老人交流活动，并确

保宠物得到适当的饲养和照顾。同时，养老机构也要提供正

确的宠物用品和零食，保障宠物的正常生活。这样才能促进

宠物与老人之间的互动，让宠物成为老人们快乐的伙伴，同

时也保障了宠物的健康与幸福。

为了确保老人们在养老机构内过上舒适的生活，机构

应该提供训练有素的宠物和场地。最好聘请专业的宠物驯导

师来训练宠物，这样能够确保宠物的心理和性格得到有效把

控。对于未经训导的宠物，必须由专业驯导师介入，只有在

没有咬人伤人的情况下才能与老人互动。此外，养老机构还

应该提供宠物犬等活动空间并负责清扫工作，营造出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环境。这样老人们就能在与宠物互动中获得快

乐与安宁，更好地享受晚年生活。

定期开展宠物饲养交流活动。通过组织活动，提高老人

交流场所与空间，分享饲养心得，既要有专业人员的统一讲解，

让老人明白宠物知识，也要存在老人之间互相交流机会。

提供社交互动与情感表达的机会。将老人分成不同小

组开展宠物附属品制作活动，组织人员交流宠物衣物等制作

方法，鼓励老人之间相互合作共同完成；定期举行宠物成果

分享会，提高参与老人的活动积极性，在与其他老人分享手

工制作经验与心得体会的过程中进行自我表达，自我肯定。

4.2.3 干预结束阶段

正确评估和分析调整。通过专业人士使用正确设备进行

老人心理评估，随时掌握测试人员的心理活动变化以及行为

变化轨迹。该评结果有助于确定宠物疗法的治疗效果与群众

满意度，评估可以包括问卷调查、访谈、心理测试等多种方

式。方便于后期实验方案的调整与变化。根据评估结果，总

结宠物疗法在机构养老老人心理健康干预中的效果和经验。

确保后期持续关怀。在干预结束后，确保存在宠物可

对老人持续关怀，继续关注老人的心理健康状况，为他们提

供必要的心理支持和关怀。鼓励老人继续与宠物保持互动，

以维持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

与家属进行积极沟通。宠物疗法归根旨在维护机构老

人正常心理情况，向老人、家属和养老机构工作人员反馈评

估结果，以便他们了解宠物疗法的实际效果。对于需要继续

接受宠物疗法的老人，可以安排他们继续参与相关的活动或

课程。对于不再需要宠物疗法的老人，可以为他们提供其他

形式的心理健康服务或活动。确保将老人需求明确传递给家

属，更好的满足老人的个性化体验与要求。

5 结束语

通过上述干预实施，保证了宠物疗法在机构养老老人

身上起到明显积极作用，这种干预有助于机构养老老人身心

愉悦，促进了老人的精神寄托和身体健康，为机构养老老人

的晚年生活和应对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以及解决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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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家庭护理功能弱化等带来的养老服务供给不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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