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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重或肥胖老年人群中骨关节炎与抑郁症的关系：

一份文献综述
胡艺

摘要：目的:骨关节炎(OA)是最常见的关节炎症状，抑郁症状在超重或肥胖老年人群中很常见。然而，很少有证据提供上述人

群中OA和抑郁症之间的联系。方法:我们系统回顾了 PubMed、Scopus、PsychINFO和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从建立到 2020 年 5 月

的时间段内，关于超重或肥胖老年人群骨关节炎和抑郁情绪数据的研究状况。结果:共纳入 13 项研究，代表 18539 人(女性 55％；平

均年龄 67.2 岁；平均 BMI 29.9)。患有骨关节炎的超重或肥胖老年人抑郁症状的综合患病率为 28.9%(95%可信区间(CI): 16.1-33.6%，

9 项研究，n=8689)。与没有骨关节炎的人相比，上述人群中抑郁的比值比（OR）为 2.2 (95%CI 1.4-3.7, 6 项研究，n=13351)。结论:

超过四分之一的骨关节炎患者会出现抑郁症状。有证据表明，OA对超重或肥胖的老年人群的抑郁症状有积极影响，因为它们之间

的比值比大于 1。但是，OA的具体作用机制尚不清楚，在未来仍旧需要继续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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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绍

骨关节炎(OA)是世界上最常见的肌肉骨骼疾病。目前广泛

使用的OA病例定义包括影像学OA、症状性 OA和自我报告的

OA。据估计，全球 60 岁以上人口中有 10%患有与 OA相关的

严重临床疾病。可在 9.6%的男性和 18%的女性中发现有症状的

OA。

OA的主要临床表现是膝关节疼痛和功能障碍，影响患者的

生活质量。高发病率可引起心理障碍等负面影响，特别是抑郁。

抑郁症状在老年人中最为普遍，被认为没有得到诊断和治疗。

老年人抑郁的患病率明显高于中青年，抑郁症的发病率随着年

龄的增长而上升。

材料和方法

搜索方式

从 2020 年开始到 5 月，对 PubMed、Scopus、PsychINFO 和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进行系统搜索，关键词组合如图 1所示。

对于每个概念，关键字和医学主题使用“OR”操作符组合，结

果使用“and”操作符组合。研究者根据选择标准审查标题和摘

要。用于搜索的搜索词如表 1所示，并针对每个数据库进行了

修改。如果标题和摘要不合格，获取研究的全文。手动搜索收

录文章的参考列表，找到其他相关文章，使用 googlescholar 完

成收录文章的参考跟踪。

合格标准

符合以下条件的研究是合格的:(1)样本人口或子样品人口

的平均年龄≥65 岁或更高,(2)样本人口或子样本 BMI≥23 或

25,(3)样本人口抽样或分析诊断出患有骨关节炎骨关节炎临床

症状或自我报告,(4)骨关节炎和抑郁症之间的关联结果是定量

分析。如果我们遇到来自同一研究的多个出版物，我们会使用

来自最大数量参与者的最新数据和/或论文报告数据。

研究回顾

我们回顾了通过搜索策略识别出的潜在相关论文的标题和

摘要。然后，在确定最终的资格之前，我们审查了潜在合格论

文的全文。

数据提取

我们从每一篇文章中提取数据，包括研究参与者的特征，

抑郁评估方法和结果，结果分析方法。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

提取出受抑郁/抑郁症状影响和未受其影响的人数。如果这是不

可用的，我们提取作者的分界点为每个结果测量。

结果

目标人群中抑郁症状与骨关节炎的关系

骨关节炎可分为原发性骨关节炎和继发性骨关节炎。原发

性骨关节炎在老年人中更为常见。13 项研究表明，超重或肥胖

的老年人骨关节炎与抑郁症之间呈正相关。上述骨关节炎人群

中抑郁症状的合并患病率为 28.9％（95％置信区间（CI）：

16.1-33.6％，n = 8689）。除老龄化外，肥胖显然也是骨关节炎

的原因之一。由于饮食不平衡，缺乏运动和新陈代谢较慢，导

致肥胖人群中抑郁的比值比是 2.2（95％CI 1.4-3.7，n = 13351），

该研究人群的平均 BMI 超过 25）。

抑郁症状与骨关节炎部位的关系

9项研究集中于膝骨关节炎（n = 15591），并显示出上述所

有部位的抑郁症状。由于下肢骨关节炎导致行动不便，人们更

有可能留在家里积极参加社交活动。同时，由于长期的长期运

动和缺乏运动，他们更容易发胖。结果，膝骨关节炎患者更有

可能出现抑郁症状。

由于参与者本身是老年人，体育活动和社交互动频率的降

低使他们对衰老感到不安。由于骨关节炎的不可预测性和不确

定性，参与者报告了一些心理压力。一些患者还表示，由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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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疾病而失业，家庭收入减少导致家庭的经济负担并且加重了

心理负担。

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超重或肥胖的老年人口中骨关节炎患者有

较高的抑郁症患病率（约 28.9％）。与普通人群相比，这些人群

中骨关节炎的抑郁症状风险更高（OR 2.2）。据报道，超重或肥

胖和高龄是抑郁症状的高风险因素。此外，骨关节炎的部位可

能会影响抑郁症的发生频率，但是仍然没有足够的数据来确定

其是否增加了抑郁症的发生率。

适度的运动和控制体重可以有效预防骨关节炎，并且可能

是改善抑郁症状患者生活质量的一种选择。

上述研究存在部分缺点。首先，缺少足够大的样本数据，

也没有用于变量分析的对照测试。第二，它没有考虑骨关节炎

和抑郁症状是否受到其他协变量的影响，例如性别，疼痛程度

等。第三，几乎所有研究都使用筛查工具确定抑郁症状，但是

这种标准的准确性尚不确定。最后，结果没有对抑郁症的水平

进行分类，而抑郁症的水平可能是有偏差的。

结论

超重或肥胖的老年人有较高的抑郁症状，而且似乎比相似

年龄的普通人群要高。同时，肥胖，高龄和骨关节炎都与抑郁

症状有关。此外，骨关节炎通常与疼痛相关，并且可能间接导

致抑郁症状。最后，希望上述研究可以帮助临床医生更好地管

理肥胖或超重老年人群中骨关节炎患者的抑郁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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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工作手册软件和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更直观和快捷的为管理

者提供护士个人情况和临床工作信息，便于管理者及时合理的

安排人员[10]。

4.2 增强了护理工作的安全性

PDA和移动护理推车的使用，使各项记录均可在患者床旁

记录、执行完成，从而避免了手工录入的错误，使护理工作更

具有时效性和法律效力；对医嘱执行流程的优化，提高了护士

执行 医嘱的准确度和时效性。另外，护理信息系统能够较为准

确记录被执行医嘱的执行时间和护理执行人、严格规范护理行

为 ，因此提高了护理工作的安全性[11]。

五、结束语

护理信息系统的研制和开发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

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更需要掌握信息科学技术和

熟悉护理工作流程的专业人才和国家信息化标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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