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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通过把慢性病健康管理模式应用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养老服务实践中!为探索一条老年慢性病健康

管理的新模式提供参考(方法
!

建立慢性病健康管理小组!利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管理平台实施慢性病健康管理服务(

对比慢性病健康管理实施前)后社区老年人慢性病管理和服务情况!以及慢性病健康管理实施后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服务上的

差异(结果
!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在老年慢性病健康管理前)后比较!服务内容实施得到明显提高"

!

%

%&%$

'!慢性病管理的

满意度增加
'(&))W

&在慢性病管理率和控制率上均优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

%

%&%$

'(结论
!

慢性病健康管理模式应用在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平台上!可为社区老年人提供更全面)具体)高效的慢性病健康管理服务!探索出一条老年人慢性病健康管

理应用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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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病管理已成为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重要内容#慢性病

健康管理是为健康人*慢性病高危人群及慢性病患者提供全

面*系统*连续和主动的健康管理措施#达到促进健康*延缓慢

性病进程*减少并发症*降低伤残率*延长寿命*提高生活质量

和降低医药费用为目的的一种科学健康管理模式'

$

(

)老年慢

性病管理是当今养老服务管理的核心内容#我国社区卫生服务

体系还不完善#慢性病管理尚存在诸多问题'

1.'

(

)盐城市自

1%$%

年
-

月正式开展居家养老服务#

1%$1

年在江苏省率先实

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全覆盖)本研究在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的实践中探索老年慢性病健康管理#创新服务模式#更好

地拓展社区养老模式的功能#改善老年慢性病患者的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质量#实现/健康老龄化0的目标)

@

!

对象与方法

@&@

!

研究对象
!

研究对象选择在盐城市盐都区接受社区居家

养老模式服务的老年人#入选条件!$

$

&年龄大于或等于
)%

周

岁#神志清楚#有一定的读写能力%$

1

&接受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时间大于或等于
)

个月%$

'

&同意参加本研究调查#配合度良

好)按照慢性病健康管理服务流程'

0

(的要求#对于申请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的老年人在指定的三级医院进行健康管理体检和

身体健康评估#经三级医疗单位确诊的慢性病患者)根据老年

人的健康问题进行单独的个人健康管理咨询#为老年人提供健

康状况管理后续服务#从而实施特定的健康及疾病管理服务)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进行慢性病健康管理服务的内容包括!

定期和不定期健康咨询*健康体检与监测*健康教育*健康危险

因素干预*健康信息管理$即建立动态的健康电子档案&)

@&A

!

方法

@&A&@

!

纵向抽样方法
!

分别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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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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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在慢性病健康管理内容上的实施情况"

$

$

W

%#

组别
$

健康咨询 健康体检与监测 健康教育 健康危险因素干预 健康信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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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病健康管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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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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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服务主体在慢性病健康管理服务内容上实施情况比较"

$

$

W

%#

组别
$

健康咨询 健康体检与监测 健康教育 健康危险因素干预 健康信息管理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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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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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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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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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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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情况#抽取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老年人
'%%

例)两次回

收有效问卷均为
1(2

份#有效率为
(/&''W

)对比应用慢性病

健康管理前*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老年人对慢性病健康

管理服务内容实施和满意度情况)

@&A&A

!

横向抽样方法
!

1%$0

年
$$

月调查盐都区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使用/

$1'0(

0信息平台软件系统中登记的慢性病健

康管理老年人
0%%

例#同年
$1

月随机抽取盐都新区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进行慢性病健康管理服务区域的老年人
2%%

例在服

务内容*管理率*覆盖率和控制率上进行比较)

@&B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SPSS$)&%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

频数和百分比描述#计数资料的差异性比较采用
!

1 检验#检验

水准为
!

%

%&%$

)

A

!

结
!!

果

A&@

!

慢性病健康管理服务内容实施和满意度情况
!

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在慢性病健康管理服务实施后老年人接受慢性

病健康管理服务的人数明显增高$

!

%

%&%$

&)

1(2

例老年人在

慢性病健康管理应用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前*后#对服务的满

意度分别为
'0&2/W

和
-0&10W

#满意度提高了
'(&))W

#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

&)

A&A

!

慢性病健康管理在不同服务主体上的实施情况
!

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在慢性病健康服务实施上#除健康危险因素干

预维度外#老年人接受的服务内容的比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接

受人群比例明显提高$

!

%

%&%$

&#见表
1

)在服务效果上#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的覆盖率高于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但在慢性病的

管理率和控制率上#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优于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

%

%&%$

&#见表
'

)

表
'

!!

不同服务主体在慢性病健康管理服务效果上

!!!

的分析比较"

$

$

W

%#

组别
$

覆盖率 管理率 控制率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 0-2

$

(2&%%

&

1-1

$

20&0%

&

12'

$

2%&)%

&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0%% 1((

$

-0&-2

&

1('

$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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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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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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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病健康管理模式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的运行方式

!

盐城市借助/

$1'0(

0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信息管理系统平台#

实现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站&全覆盖#基本实现养老服务

城乡一体化)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为居住在家的空巢老人*

失能老人*高龄老人就近提供生活*家政*医疗*康复等
0-

项多

样化的服务#包括生活照料*医疗康复*家政服务*文化娱乐*精

神慰藉*法律维权*人文关怀
-

大类服务内容'

2.)

(

)老年人拨打

/

$1'0(

0热线
-

提出服务需求
-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根据老

人需求内容#从平台软件系统中选择合适的服务单位或服务人

员
-

服务人员按指示上门服务#完成服务后登录服务平台记录

-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进行服务回访)

1%$'

年盐城市盐都

区被国家民政部表彰为/全国养老服务体系示范单位0#同年

$%

月份成立老年慢性病健康管理服务小组)老年慢性病健康

管理服务小组主要由专业医疗团队和志愿者团队构成#专业医

疗团队主要包括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签约的盐城市第三人

民医院老年科和康复科医护人员#以及养老服务中心具有国家

职业资格的家政服务员和养老护理员%志愿者团队主要包括盐

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的师生和所在社区的老年志愿者等)专

业医疗团队对登记的老年人进行定期的慢性病健康管理服务#

如遇突发性事件或重大疾病#会迅速派出急救医疗团队上门服

务并通知家属)志愿者团队则不定期地对所在辖区内的老年

人进行健康体检*常见慢性病健康教育和部分疾病的危险因素

干预)如!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老年慢性病健康管理服

务小组要把慢性病管理过程中所有获得的相关健康信息实时

地登记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健康电子档案里)

B&A

!

慢性病健康管理模式应用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平台

上效果显著
!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养

老服务模式#能够很好地解决老年慢性病管理各环节的脱节且

能有效地整合干预措施#结合养老服务质量的绩效考核办法#

调动个人和集体的积极性'

)

(

)慢性病健康管理在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的平台上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在健康管理实施前*

后#享受慢性病健康管理服务的
2

个维度上水平均显著的提高

$

!

%

%&%$

&)这是与社区居家养老把签约老年人的医疗保健

服务纳入服务人员的绩效考核#同时慢性病健康监测*健康教

育甚至健康干预融入到日常生活照料中等有关)另外#与管理

前比较#社区老年人对慢性病健康管理服务的满意度提高

'(&))W

#与开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后加强了对老年人的健康

检查*家庭访视等因素有关#这不但有助于老年患者对养老服

')%$

重庆医学
1%$)

年
'

月第
02

卷第
/

期



务的配合#更增加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与医疗机构合作的

延伸#实现了养老和医疗康复的有效融合'

-

(

)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中心固定的养老护理员和家政服务员都拥有国家职业资格#

具备简单的疾病观察*护理能力#老年慢性病患者就能在家中

就近得到来自社区全面*专业*方便*高效的居家慢性病健康管

理服务)因此#在传统家庭养老功能无法满足老年人多元的照

护需求#社会机构养老不受到青睐的情况下#社区居家养老以

慢性病健康管理服务的/老有所医0为特色将成为未来的养老

方式主流#也使慢性病健康管理服务得到强化#使老年慢性病

患者的诊治规范和健康状况管理得到改善'

/

(

)

B&B

!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主体采用慢性病健康管理模式促进健

康老龄化的进程
!

目前#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仍然是
c[Y

公认

并推荐的控制慢性病的主要模式'

(

(

)本调查发现#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在覆盖率上仍具有绝对的优势#但在管理率和控制率上

低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

%

%&%$

&#这主要是由于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已经形成了慢性病长期管理机制#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主要针对/两病0$高血压*糖尿病&防治上往往以寻求基本公共

卫生的均等化而牺牲慢性病控制的效果为代价#这与凌'

$%

(

的研究结果一致)研究结果显示!健康咨询*健康体检与监测*

健康教育和健康信息管理这
0

个维度上#接受慢性病服务的老

年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多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针对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的慢性病服务方面仍需

提高)这可能与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在部分地区还不完善#不如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符合市场机制的要求'

$$

(

)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中心开展的慢性病健康管理内容主要侧重于健康咨询*健康

体检与监测*健康教育和健康信息管理#但对于健康危险因素

干预情况不理想#存在着健康体检*教育和信息管理与健康危

险因素特定性干预相脱节的现象#这可能与在慢性病健康管理

中均缺乏动态的干预措施#对健康档案信息更新速度滞后有

关'

$1

(

)因此#在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为老年人提高各

种养老服务项目中#应当借鉴国外老年慢性病健康管理模式#

如健康危险程度分层*健康需求管理等)同时在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引进有资质*经验丰富的健康管理专业人才#进而促

进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在老年慢性病健康管理中的优势#探索出

一套老年人慢性病健康管理的新模式)

综上所述#在实现/健康老龄化0的目标过程中#需要/老有

所医0来保障老人的身心健康#否则/老有所养0就会是一句空

话)慢性病健康管理应用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这一模式是实

现健康老龄化的重要保障%为社区老年人提供更全面*具体*高

效的慢性病健康管理服务#促进老年慢性病健康管理模式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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