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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阐述国内外老年人的备灾现状，老年人应对灾害能力下降，备灾能力较低，应对灾害相关知识和教育缺乏，慢性疾病影响其

备灾状态，其获取备灾信息途径和方式单一。提出需建立社区备灾组织、提供备灾资源，评估老年人的备灾能力，完善老年人慢病

管理机制，加强教育培训和灾害演练等措施，以提高老年人的备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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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地震、水灾、空 中 灾 难 和 恐 怖 主 义 威 胁 的 日

益增加，救灾和备灾成为全球关注的问题［１］。我国民

政部、国家减灾办发布的“２０１７年全国自然灾害基本

情况”统计 数 据 显 示：２０１７年 我 国 大 陆 地 区 发 生１３
次５级以上地 震，地 震 灾 害 共 造 成 全 国６４．８万 人 次

受灾，直接经济损失１６４．４亿元［２］。由于世界各地人

口老龄化，老年人面临灾难风险占比较大。随着年龄

的增长，老年人身体机能下降，在灾害和紧急情况下，
老年人更容易受到伤害［３］。Ｐｅｔｅｒｓｏｎ等［４］认为，在疏

散过程中老年人往往无法获得 适 当 的 应 急 计 划 和 保

障措施，且缺乏交通、财政资源和家庭支持，使得老年

人面对灾 难 时 无 法 及 时 撤 离。有 文 献 报 道，６０岁 及

以上老年人在灾害期间的死亡 率 是 任 何 年 龄 组 中 最

高的，如２００４年印度尼西亚海啸［５］及２０１１年日本地

震［６］。在卡 特 里 娜 飓 风 袭 击 后 死 亡 报 告 总 人 数 为

８５３人，其 中６０岁 及 以 上 占 死 亡 总 人 数 的７３％［７］。
２０１２年 飓 风 桑 迪 的 大 多 数 死 亡 发 生 在６５岁 以 上 的

人群中［８］。老年人应对灾害能力下降，更容易受到自

然灾害对生命安全的影响，且死亡率最高。李贞等［９］

研究认为，社 区 老 年 人 是 各 种 灾 害 最 易 受 损 害 的 人

群。老年人通过采取某 些 预 防 措 施 和 制 定 综 合 灾 害

管理计划，可以预防自 然 灾 害（如 洪 水、龙 卷 风、飓 风

和地震等）造成的大多数伤亡和损害。本文对国内外

老年人备灾现状进行综述，并分析影响老年人备灾的

因素，旨在针对性提出 备 灾 措 施，进 而 提 高 老 年 人 的

备灾能力。
１　备灾的定义

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定义灾害为是在大量人员

暴露在危险中时发生的事件，它对社区或社区功能带

来严重破坏，并 引 起 广 泛 的 人 们、物 质、经 济、或 环 境

的损失，常常超出社区 的 应 对 能 力，需 要 向 外 界 求 助

及接受国际支持。备灾 旨 在 促 进 社 区 及 救 援 队 伍 的

灾害意识并为应对灾害做准备，尽量减少生命损失和

破坏的活动，组织将人员和财产临时移离受威胁的地

点，并促进及时和有效的救援、救济和恢复［１０］。李斯

俭［１］将备灾 定 义 为 由 政 府、专 业 灾 害 响 应 和 恢 复 机

构、社区和个人建立的知识和能力，对可能发生的、即

将发生的，或已经发生 的 危 险 事 件 或 条 件，以 及 其 影

响进行有 效 的 预 见、应 对 和 恢 复。李 保 俊［１１］提 出 备

灾首先应当掌握自然灾害的系统结构和功能，掌握灾

害管理的规律周期，因地制宜，通过对灾害的监测、预

判和评估，为灾害发生时减少灾害的损失所提供的教

育培训、灾害演练和物资准备等措施。
２　老年人备灾现状

２．１　老年人的备灾能力较低　Ｒｏｂｙｎ等［１２］从个人防

护、实际准备和社会准备对老年人备灾状况进行调研，
结果表明地震备灾设计 忽 略 了 生 理 功 能 不 全 的 老 年

人，超出了这部分老年人的备灾能力范围。老年人身

体机能的下降影响其应对灾害的能力；而备灾设计不

合理也会影响老年人备灾减灾等主观能动性，从而降

低老年人备灾意识，造成老年人备灾能力下降。张新

科［１３］对城市老年人应对灾害能力的分析显示，随着年

龄增长，身体各种机能明显下降，如视力下降或听力下

降使老年人难以沟通，患有认知问题的老年人可能在

危机期间变得焦躁不安，或者被避难所中的拥挤、噪声

和缺乏隐私所困扰，表现为思维迟缓、腿脚不便、视力

衰退和心理脆弱，造成老年人应对灾害时反应能力、行
为能力和心理能力下降，在灾害发生时，老年人表现出

不知所措和盲目逃生，容易发生生命危险。
２．２　老年人应对灾害相关知识缺乏　老年人缺乏应

对灾害防备的相关知识，且教育程度影响其接受备灾

相关知识 和 教 育。Ａｌ－Ｒｏｕｓａｎ等［１４］对 美 国 老 年 人 自

然灾害防备的全国性调查发现，教育程度与整体灾害

准备 状 况 有 显 著 的 相 关 性。Ｋｉｍ 等［１５］对７１９名５５
岁以上的老年人关于备灾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受教

育程度高者对备灾准 备 水 平 越 高。表 明 文 化 程 度 高

的老 年 人 更 容 易 接 受 灾 害 相 关 知 识 的 教 育。Ｌｏｋｅ
等［１６］对香港老年人备灾情况及预测因素的调查结果

显示，电视是老年人获取相关备灾知识的主要来源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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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导致其 相 关 备 灾 知 识 缺 乏。唐 文 玲 等［１７］对 社 区

居民应急救护知识掌握情况的调查显示，社区居民的

应急救护知识掌握情况较差，但对于应急救护知识的

培训有 迫 切 的 需 求。王 海 燕 等［１８］对 四 川 地 震 灾 区

１　５０９例老年人 进 行 访 谈 式 问 卷 调 查，调 查 内 容 包 括

地震后如何安全逃生、饮水的选择、食物的选择、安排

其他日常生活、及时就 医 和 准 备 备 灾 物 品，结 果 表 明

老年人地震备灾相关知识缺乏。
２．３　慢性疾病影响老年人备灾状态　患有慢性病的

老年人，由于健康状况的影响，在紧急情况下，更容易

出现担忧、多虑、焦虑及健忘等状况，从而影响老年人

备灾状态。Ｂｈａｌｌａ等［１９］对美国１００名居住在社区、有

大学附属医院急诊科需求背景的老年人进行面对灾难

时的潜在需求和计划进行评估，结果显示大部分老年

人需要药物治疗或者医疗药品。Ｋａｎｇ［２０］对韩国参加

慢性病管理保健课程的１６５名老年人进行调查，探讨

一般健康状况和慢性病状况对易受害老年人备灾的影

响，调查问卷包括健康状况、备灾物资准备、家庭疏散

计划和慢性病药品储备等内容，相对健康者，慢性病患

者备灾物资中至少需要３ｄ的药物储备，增加了慢性病

老年人的物资储备数量及难度，尤其是在疏散撤离时

的难度。Ａｌｄｒｉｃｈ等［２１］研究灾难准备与弱势老年人慢

性疾病之间的关系，统计表明大约８０％的６５岁及以上

的老年人至少有一种慢性健康状况，约５０％的老年人

至少有２种慢性病，如高血压、关节炎、冠心病等，慢性

病使他们在灾难期间比健康人更容易受到伤害。慢性

病在灾难发生时更容易导致老年人残疾，影响基本的

日常自理能力，如沐浴、穿衣、吃饭、行走等。灾后，诸

如压力、缺乏食物或水、极度炎热或寒冷以及暴露于感

染等情况可能出现，导致慢性疾病迅速恶化。另外，药
物疗法和所需医疗技术的中断也可能使慢性病恶化，
并增加老年人发病或死亡的风险。
２．４　老年人获取备灾信息途径和方式单一　老年人

对于备灾重视程度较弱，且获取备灾信息的途径和方

式单一。Ｒｏｂｙｎ等［１２］从 个 人 防 护、实 际 准 备 和 社 会

准备对老年人备灾进行调研分析，结果表明部分老年

人做了一些备灾，由于缺乏备灾信息或对灾难心存侥

幸，导致备灾不足。Ｌｏｋｅ等［１６］在香港的长 者 家 庭 安

全计划（ＳＣＨＳＡ）客 户 端 的 数 据 库 中 随 机 选 择１　１３７
人探讨香 港 老 年 人 的 备 灾 情 况 及 预 测 因 素，研 究 发

现，８２．７％的居 家 老 年 人 未 储 备 日 用 品，只 有２９．１％
知道离家出逃的路线，１２．２％明确他们家附近指定的

会面地点，可能与其备灾信息来源渠道单一有关。
３　老年人备灾应对策略

３．１　建立社 区 备 灾 机 构，提 供 备 灾 资 源　依 据 多 部

门或跨部门综合管理原则和社会动员管理原则，建立

独立的社区 备 灾 机 构 及 事 故 干 预 指 挥 系 统［２２］，要 求

参与救援工作从政府到地方各级部门，各私立和公立

机构，社区组织、团体和 个 人 等 需 要 积 极 地 建 立 起 合

作伙伴关系，以期共同 完 成 灾 害 管 理 的 计 划 和 安 排；

要求全社会 动 员、全 社 会 参 与，以 及 大 众 力 量，各 组

织、各部门积极参与（如 私 营 部 门、非 政 府 组 织、社 区

市民自发组织），采取一系列措 施 以 保 护 社 区 财 产 安

全和自然环境。社区备灾机构一方面把安全社区、防

灾社区作为社区备灾减灾的建设核心，促进备灾法律

的实施，备灾计 划 的 制 定，做 好 备 灾 宣 传 与 培 训。另

一方面，定期开展社区 防 灾 害 演 练，加 强 备 灾 物 资 的

储备，维持生活 的 基 本 用 品，包 括 移 动 电 话、电 池、收

音机、供应非易 腐 食 品、饮 水、紧 急 疏 散 联 系 人 名 单、
应急包等。通过社区备灾机构的建设，有助于提高老

年人的备灾意识，改善 老 年 人 的 备 灾 态 度，提 高 老 年

人备灾能力。
３．２　评估老年人备灾能力　社区应当及时了解老年

人备灾的态度，评估老 年 人 备 灾 能 力，评 价 老 年 人 的

准备程度，有助于制订 有 效 的 应 急 方 案、教 育 培 训 和

应急演练。任 秋 平 等［２３］研 究 认 为，应 对 老 年 人 家 庭

应急物品储备、疏散时 生 存 物 品 储 备、备 灾 信 息 途 径

获得和灾害应对状况等进行评估，以了解老年人的备

灾能力及备灾程度。做好老年人备灾能力的评估，灾

害发生时，有利于实施有效的撤离方式。李贞等［９］研

究指出，社区老年人是 社 区 居 民 脆 弱 群 体，但 也 是 社

区防灾减灾的中坚力量，应该发挥老年人的优势。可

通过发放宣传手册、观看视频、专题讲座等教育培训、
实际演练等多种方式，加强社区老年人防灾减灾知识

的学习，提高老年人的 防 灾 减 灾 意 识，提 高 社 区 老 年

人防灾减灾能力，使老年人在社区备灾中发挥重要作

用，以及实现个人价值。
３．３　完善老年人慢病管理机制　慢性疾病严重影响

老年人 的 生 活 质 量，也 影 响 到 老 年 人 备 灾 能 力［２４］。
张泽宇等［２５］对２０１５年 中 国 健 康 与 养 老 追 踪 调 查 数

据库中老年人慢性病对抑郁症状的影响进行探讨，结

果表明慢性病可直接导致抑郁症状的产生，抑郁症导

致老年人情绪低落，影 响 备 灾 的 积 极 性，或 对 于 备 灾

不感兴趣。因此，应 加 强 老 年 人 慢 病 管 理 和 预 防，减

轻慢性疾 病 对 老 年 人 生 活 质 量 和 情 绪 状 态 的 影 响。
加大社区公共卫生的投入，鼓励社会资源和个人对社

区公共卫生的支持，社 区 开 展 健 康 教 育，调 动 老 年 人

参与慢病管理的积极性，做好社区老年人慢病登记及

随访，以便在应急情况 下，更 有 效 地 为 患 有 慢 性 病 老

年人提供特殊医疗服务。
３．４　提供 多 元 化 备 灾 信 息 来 源 途 径　２０１７年 Ｋｉｍ
等［１５］从 人 口 学 特 征、社 会 支 持 和 社 区 参 与 情 况 对 老

年人的备灾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社会支持水平越

高，且与社区组织密切 联 系 的 老 年 人 备 灾 水 平 越 高；
社区组织积极提供有关应急救灾方面的信息，可以改

善老年人的备 灾 水 平。不 同 的 文 化 程 度、职 业、自 身

健康状况、婚姻状况会影响到老年人备灾信息的接收

和备灾知识的掌握，文化程度越高、居住在城市、有配

偶的老年人获取备灾信息来源越多。陈林等［２６］研究

指出，网络平台有利于信息的交流与传播。备灾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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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电视、广 播、网 站、自 媒 体、报 纸 及 备 灾 手 册 等

方式发布和宣传，公共卫生人员和社区工作人员有义

务向老年人宣传讲解备灾知识，以此丰富老年人备灾

信息的获得途径。
３．５　加 强 备 灾 培 训 以 提 高 老 年 人 备 灾 意 识　近 年

来，由于自然灾害和人 为 灾 害 的 频 繁 发 生，在 城 市 的

发展中，防 灾 减 灾 工 作 越 来 越 受 重 视［２７］。Ｏｋａｍｏｔｏ
等［６］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对２０６名经历过２０１１年日本大地

震的６０岁以上老年幸 存 者 的 访 谈 发 现，日 常 的 灾 害

准备和培训提高了老年人备灾信心和意识，老年人在

紧急情况下能立即采 取 适 当 的 行 动 应 对 灾 害。在 社

区的防灾减灾工作中，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老年人在城市社区

稳定和发展中的作用显得越发重要，要做好城市社区

的防灾减灾教育工作，就必须将老年人作为重点教育

对象，以提高老年人的备灾意识。定期开展备灾教育

培训，宣传备灾内容，反 复 的 教 育 培 训 是 帮 助 老 年 人

提高备灾意识最可靠的方法和手段。
４　小结

对国内外老年人备灾现状进行分析，总结老年人

备灾中存在的问题，如 老 年 人 备 灾 能 力 下 降、慢 病 对

老年人的影响、老年人备灾信息缺乏等。建议建立社

区备灾组织，提供备灾资源，评估老年人备灾能力，结

合老年人慢病管理机 制，实 施 多 元 化、有 效 的 教 育 培

训及灾害演练，切实提高老年人的备灾意识，从反应、
行为和心理方面提高老年人应对灾害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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