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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系统评价老年人对成功老龄的态度及看法，为今后开展促进老年人成功老龄的干预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检索中国知网、万方、维普、PubMed、CINAHL 数据库，检索老年人对成功老龄态度和看法的质性研究的文献，检索时限从建库至

2019 年 7 月。 采用澳大利亚 Joanna Briggs 循证卫生保健中心（JBI）质性研究真实性评价，采用汇集性整合方法进行整合。 结果
纳入 12 篇文献，提炼出 50 个研究结果，将相关的结果归纳成 14 个类别，后将其综合成 4 个整合结果，分别为生理健康、心理健康

与精神、社会幸福感、生命认知。 结论 老年人对于成功老龄的态度和看法包括多个方面，政策制定者要充分认识到不同文化背

景下老年人之间的差异，根据各自的文化背景，制定出相应的干预措施以促进老年人达到成功老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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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 Synthesis of Qualitative Studies on Successful Aging Attitudes in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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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ystematically evaluate the attitude toward and view of the successful aging in the elderly,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ture intervention to promote successful aging of the elderly. Methods We searched databases including CNKI, Wanfang,
VIP, PubMed and CINAHL for literature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on the attitude toward and views of successful aging in the elderly from
the inception of the database to July 2019. The quality of included studies was evaluated according to JBI Critical Appraisal Tool for
qualitative studies. The results were synthesized with integrative methods. Results Twelve articles were included and 50 results were
extracted and summarized into 14 categories then integrated into 4 themes including physical health, mental health and spirit, social
well-being and life cognitive. Conclusion There are various attitudes toward and views of successful aging in the elderly.Policy makers
should fully recognize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e elderly from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formulate corresponding intervention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elderly to achieve successful aging according to their respective cultural backgrounds.
Key words： the elderly; successful ag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a synthesis

随着医疗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老年人口
在不断增加，且预期寿命延长[1-2]。 如何使更多的老年
人在晚年提升生活质量、达到成功老龄，越来越受到
国家的重视[3]。 目前，对于成功老龄还没有明确的定
义[4-6]，因此通过质性研究了解老年人对成功老龄的态
度和看法受到国外学者的重视[7]，而国内对老年人成
功老龄的质性研究鲜有报道。为了对老年人成功老龄
有更全面的了解，Cosco等于 2013年对成功老龄的相
关质性研究进行 Meta整合[8]。 近年来，相关人员对该
主题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与探索， 但尚缺乏相关
Meta整合。 为此，本研究通过对该领域的质性研究进
行 Meta整合， 以期为今后发展成功老龄的概念和开
展促进老年人成功老龄的干预提供参考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研究类型 S（study
design），为质性研究，是一种深度探究过往经历、社
会过程和亚文化的研究方法 [9]。 包括描述性质性研
究、现象学研究法、扎根理论研究法、人种学研究法、
行动研究法等。 （2）研究对象 P（population），60岁以
上的老年人，无严重的精神及神经系统疾病。 （3）感
兴趣的现象 I（interest phenomena），老年人对成功老
龄的看法及态度。 （4）情景 Co（context），老年人随年
龄逐渐老化。 排除标准： （1）无法获取全文的文献；
（2）重复发表的文献；（3）非中英文文献。
1.2 文献检索策略 检索中国知网、 万方、 维普、
PubMed、CINAHL 数据库，检索关于老年人对成功老
龄看法和态度的质性研究的文献, 检索时间为从建
库至 2019年 7月。中文检索词包括：成功老龄、质性
研究； 英文检索词包括：successful aging、qualitative
research、semi-structured、perspective。 为保证纳入文
献的全面性，手动检索纳入文献的参考文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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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纳入的研究结果、类别、整合结果的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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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文献筛选和资料提取 2名研究员独立筛选文
献、提取资料、交叉核对，如果有分歧，则请第三方判
断。先阅读题目排除不相关的文献，再根据摘要和全
文判断是否纳入。提取内容包括：作者及年份、国家、
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主要结果。
1.4 纳入研究的方法学质量评价 本研究由 2名研
究员采用澳大利亚 Joanna Briggs 循证卫生保健中心
（JBI）质性研究真实性评价 [10-11]，对文献进行独立评
价。评价内容包括 10项，每项均以“是”“否”“不清楚”
“不适用”来评价。 文献质量分为 A、B、C 3个等级[12]，
纳入 A、B等级的研究，剔除 C等级的研究。 如果 2名
研究员对评价结果有分歧，则请第 3名研究员裁决。
1.5 Meta 整合方法 采用澳大利亚 JBI 循证卫生
保健中心的 Meta 整合中的汇集性整合（aggregative
synthesis）方法。 汇集性整合收集的研究结果包括主
题、隐含的喻义、分类等，依据其含义进一步整合、汇
总，使其更具有针对性、说服力和概括性[11]。 研究者
需反复阅读分析纳入的文献，汇集相应的结果，形成
类别，并将不同类别归纳成整合结果。

2 结果
2.1 文献纳入结果 检索数据库查重后得到 524篇
文献，通过阅读题目和摘要初步得到 39篇，阅读全文
并进行质量评价最终纳入 12篇。文献筛选流程见图 1。
2.2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和质量评价结果 本研究质
量评价结果 1篇为 A级，其余均为 B级。见表 1和表 2。
2.3 Meta 整合结果 通过反复阅读、比较和分析纳
入 12 篇文献，提炼 50 个研究结果，归纳成 14 个类
别，将其综合而成 4 个整合结果，分别为生理健康、
心理健康与精神、社会幸福感、生命认知。 见图 2。

图 1 文献筛选流程

通过检索数据库获得文献（n=782）：
PubMed（n=457）、CINAHL（n=315）、CNKI（n=2）、
万方（n=6）、维普（n=2）

查重后获得文献（n=524）

阅读摘要和题目获得文献（n=39）

排除文献（n=485）：
与主题无关（n=438）
量性研究（n=32）
会议论文（n=2）
综述（n=12）
其他（n=1）

阅读全文（n=14）

排除文献（n=25）：
研究内容不符（n=13）
研究对象年龄不符（n=9）
无法获取全文（n=3）

阅读全文进行质量评价（n=16）

纳入 Meta 整合的文献（n=12）

手动纳入文献（n=2）

剔除等级 C 的文献（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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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纳入研究基本特征
作者 年份 国家 质性研究方法 研究对象 兴趣现象 主要结果

Zanjari 2016 伊朗 描述性质性研究 60 名社区居住的老年人 对成功老龄 提炼 6 个主题：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幸福
et al[ 5] 的看法 感、经济保障、精神和超越、对老年人友好的环境

和社会环境
Troutman 2011 美国 描述性质性研究 95名 60岁以上居住在社 对成功老龄 提炼 5 个主题：独立/能力、健康、心态、活动/服
et al[ 7] 区的非洲裔美国人 的看法 务、家庭和精神
Chen et al[13] 2019 中国 扎根理论 97 名 80 岁以上居住在 如何定义成 提炼 5 个主题：追求自力更生、参与体育活动、

上海的社区老年人 功老龄 维护经济安全、与社会保持联系、接受现实
Reichstadt 2007 美国 扎根理论 72 名 60 岁以上居住在 对成功老龄 提炼 4个主题：态度/适应、安全/稳定、健康、参与
et al[14] 社区的老年人 的态度和信念 /刺激
Troutman- 2013 美国 描述性质性研究 52名 60岁以上的老年人 对成功老龄 提炼 4 个主题：连接和关联、时间性、感知和解
Jordan et al[15] 的看法 释、活动
Lewis[16] 2011 美国 扎根理论 26 名 60 岁以上阿拉斯 成功老龄的 提炼 4 个主题：情感健康、社区参与、精神、身体

加原住民老年人 概念定义 健康
Carr et al[17] 2016 加拿大 描述性质性研究 42 名社区居住的老年人 不同年龄阶段 提炼 3个主题：保持健康、积极参与生活、保持积

的老年人对成 极的人生观
功老龄的看法

Mortimer 2009 澳大 现象学 14 名 60～89 岁独立在社 对成功老龄 提炼 3 个主题：个人能动性、社会价值、生活质
et al[18] 利亚 区居住老年女性 的看法 量 /死亡质量

Carstensen 2019 瑞典 描述性质性研究 17 名 85～90 岁的老年男 对成功老龄 提炼 4 个主题：适应性、保持独立、归属感、时间
et al[19] 性 的看法 观念

H觟rder et al[20] 2013 瑞典 描述性质性研究 24 名 77～90 岁居住在社 对成功老龄 提炼 4 个主题：有足够的身体资源来获得安全
区的老年人 的看法 和机会、促进安全和机会的结构、在与外界的关

系中感到有价值、选择感恩而不是担忧
Sato-Komata 2015 日本 扎根理论 15 名 85 岁以上居住在 成功老龄的 提炼 6 个主题：功能衰退冲突、与老化身体的关
et al[21] 社区的老年人 概念，及对高 系、自我反思、日常生活反思、反思社会、反思生

龄老人的意义 与死的准备
Amin[22] 2017 孟加 扎根理论 12 名 60 岁以上居住在 成功老龄的 提炼 4 个主题：衰老适应、经济保障、家庭和代

拉国 农村和城市的老年人 定义 际关怀、社会参与

表 2 纳入研究的质量评价
纳入文献

Zanjari Troutman Chen Reichstadt Troutman- Carr Mortimer Carstensen H觟rder Sato-Komata
et al[ 5] et al[ 7 ] et al[13] et al[14] Jordanet al[15] et al[17] et al[18] et al[19] et al[20] et al[21]

①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②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③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④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⑤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⑥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⑦ 否 否 否 是 否 是 否 否 否 是 否 否
⑧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⑨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⑩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总体评价 B B B B B A B B B B B B
注：①哲学基础与方法学是否一致，②方法学与研究问题或研究目标是否一致，③方法学与资料收集方法是否一致，④方法学与资料的代表

性和典型性及资料分析方法是否一致，⑤方法学与结果阐释是否一致，⑥是否从文化背景、价值观的角度说明研究者自身的状况，⑦是
否阐述了研究者对研究的影响，或研究对研究者的影响，⑧研究对象及其观点是否具有典型性，⑨研究是否通过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⑩结论的得出是否源于对资料的分析和阐释

质量评
价标准 Lewis[16] Amin[22]

2.3.1 整合结果 1：生理健康 在谈及成功老龄时，
老年人往往最先提到的就是生理健康方面， 包括身
体健康，保持独立，保持体育锻炼，良好的营养和遗
传，它是保证老年人日常生活的基础。
2.3.1.1 类别 1：身体健康 从整合结果看，身体健
康往往是最先提到的，也是参与生活的基础[20]。 有老
年人说：“你现在退休了，如果你身体很好，或者相当
健康，所有你想做的事情，比如以前你没有做或不能
做的，现在是时候做了，前提是身体健康”[17]。 也有老

年人认为虽然有 1种或 2种慢性病，并不否定成功老
龄，但慢性病的存在会对成功老龄产生负面影响 [ 7 ]。
可见，健康并没有被看做没有疾病，而是作为一种资
源，使个人期望的活动和参与成为可能。
2.3.1.2 类别 2：保持独立 能够保持独立被老年人
认为是成功老龄的一个重要部分。 正如有老年人所
说：“宁愿像树一样站得高高的死去， 而不是躺在床
上。 最好的愿望就是不要残废”[ 5 ]。 保持独立意味着
老年人可以参与生活，“我必须保持身体的灵活性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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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去杂货店购物和做家务”[13]。 也有老年人把自己照
顾得很好，避免成为孩子们的负担[20]。 在某些老年人
看来如果不能独立意味着失去尊严， 只能依靠家庭
成员来照顾自己[22]。
2.3.1.3 类别 3：保持体育锻炼 大多数老年人认为
保持体育锻炼对身体健康格外重要， 这有助于防止
他们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 [13]，并与成功老龄密切
相关[16]。 这部分老年人将体育锻炼作为一个长期坚
持的事情，“我每天都走路， 只是绕着街区走一小段
路，因为我发现不走路就会失去平衡”[15]。 “即使没有
太多空地和公园可以步行， 也可以使用人行道”[22]。
一些老年人还描述了各种形式的锻炼,瑜伽、水中有
氧运动、椅操[15，22]。
2.3.1.4 类别 4：良好的营养 确保摄入良好的营养
也被老年人认为是成功老龄的一部分。 老年人必须
正确饮食，保持健康的方式[17]。 有老年人描述通过正
确饮食，注意糖和盐的摄入量，觉得自己正在很好地
老去[ 7 ]。1 例老年人描述自己总是被告知要吃健康的
食物，现在会喝很多果汁[15]。 还有 1 例患糖尿病的老
年人承认，“糖尿病饮食很可怕， 但我会试着坚持下
去，健康饮食并不总是容易的，它是一个挑战”[15]。
2.3.1.5 类别 5：遗传 有老年人也将遗传作为成功
老龄的一个重要因素。 “拥有好的基因是有帮助
的” [17]。 1 例老年人还谈到自己家拥有长寿的基因，
“我的祖母是在 95 岁去世的, 我的妈妈是在 94 岁，
这是我的遗传”[17]。
2.3.2 整合结果 2： 心理健康与精神 老年人在老
化过程中，心理健康和精神通常给予了他们支持，包
括接受现实并适应、积极的态度和灵性。这体现出了
心理因素在成功老龄中的重要性。
2.3.2.1 类别 1：接受现实并适应 大多数老年人都
准备好迎接老年的挑战， 因为他们认识到自己独立
性会不可避免地受到身体衰弱的影响， 并且认知会
逐渐下降。 他们对自己变老的事实保持冷静和放松
并专注于当下，“不要深思，不要担心未来，如果你想
玩，就玩吧。 如果你想出去，就出去”[13]。 老年人会不
断接受并且适应着这种变化，“随着年龄的增长，你
必须意识到你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那就是你的身
体不能做你过去做的事情，你必须适应”[17]。 尽管也
有老年人对衰退感到失望， 但他们试图把注意力集
中于当下、尽可能少担心[13]。 成功老龄对他们来说意
味着用各种策略来应对这种影响和下降 [15]，比如读
书，“我总是读很多书，现在读的更多了”。 还有 1 例
老年人表示填字游戏是他生活中的一种延续， 能激
发他的认知能力，提高他的幸福感[19]。

2.3.2.2 类别 2：积极的态度 积极的态度被认为是
成功老龄的关键， 是维持一个人的生活和生活方式
（稳态）的必要因素[14，16]。 有老年人说：“对我来说，成
功的变老意味着快乐……有了这种生活方式， 你永
远不会觉得自己老了”[ 5 ]。 无论年龄大小，当个人面
临健康和功能的限制或生活危机时， 这一类别对一
个人成功老龄能力的重要性就更加突出， 因为它有
可能减少这些消极生活事件的影响[17]。 有老年人谈
到，“选择感恩， 因为自己不像那些处境更糟的人那
么糟糕。 ”这都源于他有积极的态度[20]。
2.3.2.3 类别 3：灵性 灵性，是成功老龄的范畴之
一， 也直接关系到老年人的情感健康和对自己生活
的积极态度[16]。 1 例老年女性描述“她的精神激励她
过好每一天，相信上帝，顺其自然；她相信这种生活
方式和信仰是成功衰老的一部分”[15]。 另 1 例老年人
描述“他们从灵性中汲取力量”[15]。 还有老年人认为
“一个没有灵性的人就像一棵没有果实的树，它长大
了却不结果实……灵性可以弥补成功老龄的其他方
面”[ 5 ]。 另外，灵性也激励了许多老年人与社区建立
联系。例如 1 例老年人表示，他试图帮助社区的慈善
工作，因为作为一个宗教人士，他觉得做慈善是他的
责任[22]。
2.3.3 整合结果 3： 社会幸福感 社会幸福感包括
归属感、社会存在与互动、经济保障和对老年人友好
的环境，强调了亲朋好友的支持、社会参与及良好的
外部条件对成功老龄的重要性。
2.3.3.1 类别 1：归属感 指家人朋友的存在和支持
让老年人有归属感。 老年人将这一类别描述为成功
老龄的关键因素[15]。 随着一个人步入老年，无论是为
了获得有形的、直接的帮助，还是仅仅是一种安全感
或放松的心态， 拥有相互支持的关系很可能变得越
来越有价值[17]。1 例老年人表示她有一个一直支持她
的好女儿，这些支持和亲密比什么都重要[ 5 ]。 幸福对
老年人来说不仅是自己过得好， 而且家人也要过得
好[19]。 并且一些老年人开始在抚养孙辈方面扮演重
要角色，这种被需要的感觉让他们觉得很好[22]。 还有
老年人认为孩子的成功是他们成功老龄的标志，这
给他带来了自豪和满足[22]。
2.3.3.2 类别 2：社会存在与互动 成功的老年人须
与人友善沟通、积极参与社交活动，以及参与志愿活
动，这些活动有助于其适应老龄化。 1 例老年人说，
“积极参与社区团体活动，通过音乐和舞蹈来表达自
己”[ 7 ]。 还有老年人描述“如果你不走出去，不努力去
找事情做，不参与其中，你就会成为一个非常孤独和
孤立的人”[17]。 并且老年人认为社会参与可以使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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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知功能受益。 “与人交流让我保持思维敏捷”，1
例老年人这样说道[13]。 尽管他们承认认知下降是衰
老过程中自然和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但他们相信保
持社交活跃可以减缓认知下降。
2.3.3.3 类别 3：经济保障 老年人强调了经济保障
作为达到成功老龄先决条件的重要性。 良好的经济
条件可以使生活更容易，做他们想做的事，为他们提
供选择的自由[17，19-20]。并且所有老年人都关心他们未
来的健康状况，包括他们的经济状况。有老年人会考
虑日常生活中的经济因素， 会担心潜在的医疗费
用 [13]，有老年人谈到“最近，我开始考虑我的晚年，我
担心我的储蓄。 ”
2.3.3.4 类别 4：对老年人友好的环境 包括生活环
境和社会环境。老年人认为应在宜居的环境，例如有
良好的社区设施、良好的天气、无污染的市区和方便
的交通，这是成功老龄的一个范畴[ 5 ]。 同时，社区为
老年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支持以促进老
年人成功老龄。有老年人表示“以社区为基础的老年
护理计划是一个有价值的社会环境”[13]。 “如果他们
的健康状况下降或发生其他生活事件， 他们知道有
人会照顾他们，这种安全感是存在的”[14]。
2.3.4 整合结果 4： 生命认知 生命认知体现在对
过去经历的回忆及对未来的准备。 老年人认为早年
的经历和对未来的想法对成功老龄有着重要意义。
2.3.4.1 类别 1：对过去经历的回忆 对过去的生活
经历和对过去的回忆成为一个主要的主题和主线。
老年人通常会不由自主的回忆起过去的生活、家庭、
工作，以及这些方面是如何影响和塑造他们，帮助或
者阻碍他们成功老龄的[15，19]。有老年人在回忆过去时
表示 “一个人的健康会直接受到基因和生活方式选
择的影响”[17]。
2.3.4.2 类别 2：对未来的准备 一些老年人还谈到
了未来死亡的问题。 他们认为成功老龄也要包括一
个好的死亡。 每个老年人都有自己的理想生活方式
和理想的死亡方式。 一些人希望维持他们目前的生
活方式，并以积极的态度接受死亡，有老年人说：“当
我年轻的时候，我不喜欢死亡的想法，但现在，我不
再那么害怕了”[21]。 还有老年人表达了一种无痛苦死
去的愿望，不给家人带来麻烦，并为未来做着准备[21]。

3 讨论
3.1 本研究的方法学质量 本研究采用澳大利亚
Joanna Briggs 循证卫生保健中心质性研究真实性评
价工具对文献进行真实性评价， 采用澳大利亚 JBI
循证卫生保健中心的 Meta 整合中的汇集性整合方

法进行整合。 JBI 的 Meta 整合步骤是由 JBI 循证卫
生保健中心 Alan Pearson 教授的团队于 2004 年研
发的， 借鉴了 Cochrane 的研究效果系统评价的过
程，关注质性研究的本质，强调质性研究在循证卫生
保健服务系统的价值和作用[11]。 Meta 整合体现了护
理学关注人对现存或潜在问题的反应中的人文属
性[23]。本研究纳入的 12篇文献中，有 1篇为 A级，其
余 11 篇为 B 级。 在真实性评价的 10 项内容中，只
有 1篇文献在文化背景、 价值观的角度说明研究者
自身的状况，阐述研究者与研究的相互影响，其余文
献并未说明。 这也提示今后在进行质性研究时要注
重这方面的描述。
3.2 Meta 整合结果分析和启示 本研究的整合结
果 1显示， 老年人认为生理健康是成功老龄的一个
重要部分，包括身体健康、保持独立、保持体育锻炼、
良好的营养和遗传。身体健康并不意味着没有疾病，
相反，大多数老年人都会患有几种慢性病，但他们并
不否定成功老龄。 其他研究人员也发现[24]，对健康的
主观评价是老年人看待成功老龄的一个重要方式。
保持独立意味着老年人可以参与生活， 能够帮助老
年人在面对身体衰老时继续保持自尊[22]。 保持体育
锻炼、良好的营养和遗传都有助于健康，进而促进成
功老龄。

本研究的整合结果 2显示， 心理健康与精神是
成功老龄的另一重要部分，包括接受现实并适应、积
极的态度和灵性。 老年人认识到自己的身体和认知
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衰退， 对此他们持接受的态
度并且在不断适应。 而且还强调了积极的态度的重
要性，与 Nguyen 等[25]的研究结果一致。 灵性也被认
为是成功老龄的一个范畴， 它能促进老年人的心理
健康。

本研究的整合结果 3 显示， 老年人认为社会幸
福感是成功老龄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归属感、社会
存在与互动、经济保障和对老年人友好的环境。家庭
和朋友的陪伴与支持被老年人视为是达到成功老龄
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它可以给予老年人幸福和被需
要的感觉。 参加社会活动不仅可以让老年人保持认
知活跃， 还能为自己和他人提供快乐并对社会产生
贡献[14]。 良好的外部条件如经济保障和友好的环境
给予老年人支持，亦能促进其成功老龄。

本研究的整合结果 4显示， 对过去生活的回忆
和对未来的准备也出现在老年人对成功老龄的看法
中。 有些老年人认为过去的经历会对他们的成功老
龄有影响。 还有老年人认为成功老龄也要考虑到死
亡问题，他们对于死亡都有自己的想法，这与王艳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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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6]的研究结果一致。
对于以上整合结果，可以看出：老年人对于成功

老龄的态度和看法包括多个方面， 这也提示在评估
老年人是否达到成功老龄时， 考虑老年人的主观因
素的必要性。 政策制定者要充分认识到不同文化背
景下老年人之间的差异，根据各自的文化背景，制定
出相应的干预措施以促进老年人达到成功老龄。 应
进一步提高社区对老年人的服务， 让老年人可以自
愿地、积极地参与活动，改变不良生活方式，提升他
们的社会幸福感和生活质量，从而促进成功老龄。当
前国家实施健康中国战略， 倡导发挥中医治未病优
势， 下一步可以结合中医治未病思想制定促进老年
人成功老龄的干预措施。
3.3 本研究的局限性 本研究纳入的文献除 1 篇
为 A级外，其余是 B级，存在一定的选择偏倚。 且文
献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可能对
结果诠释有一定的影响。同时由于语言限制，只检索
了中英文文献，可能会使结果存在偏倚。

本研究通过 Meta 整合的方法诠释了老年人对
成功老龄的态度和看法。 目前国内对成功老龄的质
性研究还较少，今后可以多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探讨
老年人对成功老龄的态度和看法， 为开展促进老年
人成功老龄的干预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参 考 文 献 ]

[1]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课题组.2020: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
挑战[N].社会科学报,2018-11-29(001).

[2] 程志强,马金秋.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演变与应对之策[ J ].学
术交流,2018(12):101-109.

[3] 中共中央,国务院.“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Z].2016-10-25.
[4] Estebsari F, Dastoorpoor M, RahimiKhalifehkandi Z, et al.

The Concept of Successful Aging: A Review Article[ J ]. Curr
Aging Sci, 2019 Oct 23.DOI:10.2174/187460981266619102
3130117. [Epub ahead of print]

[5] Zanjari N, Sharifian SM, Hosseini CM,et al.Perceptions of
Successful Ageing among Iranian Elders:Insights from a
Qualitative Study[ J ].Int J Aging Hum Dev,2016,83(4):381-
401.DOI:10.1177/0091415016657559.

[6] 季红,凌吉英.成功老龄的概念分析:护理新视野[ J ].护理学报,
2013,20(19):1-6.DOI:10.16460/j.issn1008-9969.2013.19.004.

[7] Troutman M, Nies MA, Mavellia H.Perceptions of Successful
Aging in Black Older Adults [ J ]. J Psychosoc Nurs Ment
Health Serv,2011,49(1):28-34.DOI:10.3928/02793695-2010
1201-01.

[8] Cosco TD, Prina AM, Perales J, et al.Lay Perspectives of
Successful Ageing: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ethnogra-
phy[ J ].BMJ Open, 2013,3 （6）:1-9.DOI:10.1136/bmjopen-
2013002710.

[9] Sarah JB.循证护理-弥合科研与实践的鸿沟[M].北京:北京
大学出版社,2018:28-29.

[10] Joanna Briggs Institute. The Joanna Briggs Institute Critical
Appraisal tools for use in JBI Systematic Reviews Checklist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EB/OL] [2019 -12 -13].https://

joannabriggs.org/research/critical-appraisal-tools.html.
[11] 胡雁,郝玉芳.循证护理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8:

78-79.
[12] 李红梅,郑秀,田朝霞,等.COPD 患者家属居家照顾体验质

性研究的 Meta 整合 [ J ].中国护理管理 ,2019,19(4):524-
530.DOI:10.3969/j.issn.1672-1756.2019.04.010.

[13] Chen L, Ye M, Kahana E.A Self-reliant Umbrella: Defining
Successful Aging among the Old-old (80+) in Shanghai[ J ].
J Appl Gerontol, 2019（3）:1-18.DOI:10.1177/07334648198
42500.

[14] Reichstadt J, Depp CA, Palinkas LA,et al.Building Blocks
of Successful Aging:A Focus Group Study of Older Adults
Perceived Contributors to Successful Aging[ J ].J Appl Geron-
tol, 2007, 15(3):194-201.DOI:10.1097/JGP.0b013e3180302
55f.

[15] Troutman-Jordan M, Nies MA, Davis B. An Examination of
Successful Aging among Southern Black and White Older
Adults[ J ].J Gerontol Nurs,2013,39(3):42-52.DOI:10.3928/
00989134-20130131-01.

[16] Lewis JP. Successful Aging Through the Eyes of Alaska
Native Elders.What It Means to be an Alder in Bristol Bay,
AK[ J ].Gerontologist,2011,51(4):540-549.DOI:10.1093/geront/
gnr006.

[17] Carr K, Weir PL. A Qualitative Description of Successful
Aging through Different Decades of Older Adulthood[ J ].
Aging Ment Health,2016, 21(12):1317-1325.DOI:10.1080/
13607863.2016.1226764.

[18] Mortimer MC, Ward L, Winefield H.Successful Ageing by
Whose Definition? Views of Older, Spiritually Affiliated
Women[ J ].Australas J Ageing,2009,27 (4):200-204. DOI:
10.1111/j.1741-6612.2008.00305.x.

[19] Carstensen G, Rosberg B, Mc Kee KJ,et al.Before Evening
Falls:Perspectives of a Good Old Age and Healthy Ageing
among Oldest-old Swedish Men[ J ]. Arch Gerontol Geriat,
2019（82）:35-44.DOI:10.1016/j.archger.2019.01.002.

[20] H觟rder HM, Fr覿ndin K,Larsson MEH.Self-respect through
Ability to Keep Fear of Frailty at a Distance:Successful
Age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ty-dwelling Older
People[ J ]. Int J Qual Stud Health Well-being, 2013,8(1):
20194.DOI:10.3402/qhw.v8i0.20194.

[21] Sato-Komata M, Hoshino A, Usui K,et al.Concept of Suc-
cessful Ageing among the Community-dwelling Oldest Old
in Japan[ J ]. Br J Community Nurs,2015,20(12):586-592.
DOI:10.12968/bjcn.2015.20.12.586.

[22] Amin I.Perceptions of Successful Aging among Older Adults
in Bangladesh: An Exploratory Study[ J ].J Cross Cult Geron-
tol,2017,32(2):191-207.DOI:10.1007/s10823-017-9319-3.

[23] 成磊,冯升,陆春梅,等.早产儿出院后父母照顾体验质性研
究的系统评价和 Meta 整合[ J ].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2015,
15(9):1090-1097.

[24] Pruchno RA, Wilson-Genderson M, Cartwright F.A Two-
factor Model of Successful Aging[ J ]. J Gerontol B Psychol,
2010,65(6):671-679.DOI:10.1093/geronb/gbq051.

[25] Nguyen AL, Seal DW.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of Suc-
cessful Aging Defini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Hmong El-
d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J ].J Cross Cult Gerontol,2014,29
(2):153-171.DOI:10.1007/s10823-014-9231-z.

[26] 王艳艳,宋洁,张男,等.老年人死亡态度质性研究的系统评
价和 Meta 整合 [ J ].护理学杂志 ,2018,33(12):91-94.DOI:
10.3870/j.issn.1001-4152.2018.12.091.

[本文编辑：吴艳妮]

第 1 期 于洁等：老年人成功老龄态度质性研究的 Meta整合 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