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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人群对医养结合养老护理认知及需求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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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调查老年人&医疗机构护理人员及养老机构工作者对医养结合的认知与态度!为制订医养

结合实施策略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

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于
)*+,

年
C=<

月在河南省
'

市抽取
!

组人群共

<,!

人!包括老年人
;<<

人!医疗机构护理人员
)'A

人!养老机构工作者
++,

人!使用自行编制的问卷进行调查%

结果
!

共发放问卷
+***

份!收回有效问卷
<,!

份!有效回收率为
<,(!J

%

!

组人群对医养结合认知度均不高'

对医养结合养老护理服务中各项内容需求各异!并且对中医药保健服务的需求一致偏低'对医养结合养老服务

人员能力需求最高的是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最低的是管理者学历水平!老年人需求评分分别为#

'(A*!B

*(';!

$&#

!(+)'B+()',

$分!养老机构工作者分别为#

'(A+<B*(',A

$&#

)(,<AB+(!',

$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

$%结论
!

在医养结合养老模式推行过程中!应注重对非城市老年人的宣传!提升生活设施和生活护

理服务质量!逐步对护理人员与老年服务人员统筹管理&实施分层培训%

"关键词#

!

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护理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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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我国
,*

周岁以上人口已达
)))**

万(占总人口的
+,(+J

!

+

"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

快(老年人患病率和伤残率也在不断上升(近半数老

年人患有慢性病(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约有
!!**

万(

占老年人口总数的
+<J

!

)

"

#老年人对医疗护理的需

求不断增多(传统的养老模式已无法满足老年人的健

康需求!

!

"

(建立医养结合新型养老模式迫在眉睫#

)*+!

年
<

月(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

的若干意见-(提出加强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的合作(

在全国建立改革创新模式试点基地(以探索实现全面

+*))

重庆医学
)*+A

年
,

月第
'C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郑州大学
)*+,

年度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训项目$

)*+,2

a

2I'!!

&#

!

作者简介%隋雨芳$

+<<C=

&(在读本科(主要从事社区老年人

群护理方面的研究#

!

%

!

通信作者(

:SI-5X

%

.6X638/XL/7b

aa#

M60I-5X(.6I

#



化*特色化养老服务的路径#

)*+;

年
++

月(国务院发

布,关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的指导意

见-(全面部署医养结合工作的实施细则!

'

"

#为了更

好地推进医养结合模式的推广与普及(实现优势特色

服务与老年人的健康护理落到实处(笔者对医养结合

养老服务的供求双方展开需求调查(旨在了解不同群

体对医养结合护理服务内容及护理人员能力需求的

差异(为科学地进行护理服务内容和护理人力资源的

调整和准备*积极配合政策的推行提供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调查对象
!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于
)*+,

年

C=<

月在郑州*平顶山*三门峡及商丘
'

个具有相似

习俗和生活习惯$同属黄河流域&且来自省内不同方

位的代表性地市开展问卷调查#调查对象包括%$

+

&

医养结合模式下养老服务的提供者(即养老机构工作

者和医院内服务老年群体的护理人员)$

)

&现存和潜

在的养老服务使用群体(即正在养老机构和医疗机构

的老年群体和社区居家老年人群#调查对象分为
!

类人群共
<,!

人(其中老年人
;<<

人$其中养老机构

居住老年人
,!

人*患病住院老年人
)!*

人*社区老年

人
!*,

人&(医疗机构护理人员
)'A

人$分别来自
;

家

三级医院*

'

家二级医院*

+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养

老机构工作者
++,

人$来自
;

家养老机构&#

!("

!

方法
!

自行设计调查问卷(内容包括
)

个部分#

$

+

&一般资料%性别*文化程度*职业*经济收入*医疗

保险*工作'居住年限等)$

)

&对医养结合的认知与态

度*对医养结合模式下护理服务内容的需求等#按照

/完全没必要0/没必要0/无所谓0/有必要0/十分有必

要0共
;

个等级表示程度(并依次赋分
+

*

)

*

!

*

'

*

;

分#

问卷总体信度
"3674-.Mg

*

P*(C;

(内容效度为
*(A'

#

研究者向调查对象讲解调查目的(并对分级评价的方

法进行解释后(指导调查对象自行填写问卷并当场收

回#共发放问卷
+***

份(全部收回(其中有效问卷

<,!

份(有效回收率
<,(!J

#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2.1X)*+*

建立数据库并录

入数据(使用
K%KK)+(*

对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对象的

一般资料采用统计学描述(认知与态度得分采用
!B"

表示(

!

组调查对象对医养结合护理内容及护理人员

能力需求的差异比较采用方差分析和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

被调查老年人*医疗机构

护理人员*养老机构工作者的基本情况见表
+

$

!

#

表
+

!!

被调查老年人的基本情况$

%P;<<

&

基本情况 人数$

%

& 百分比$

J

&

居住区域

!

城市
''' C'(+

!

县*乡
+;; );(<

文化程度

!

本科及以上
* *

!

高职*大专及以上
+** +,(C

!

高中*中专及以下
'<< A!(!

家中老年人数量$

%

&

续表
+

!!

被调查老年人的基本情况$

%P;<<

&

基本情况 人数$

%

& 百分比$

J

&

!

+ )!) !A(C

!

)

$

! !'* ;,(A

!

' )C '(;

健康状况

!

完全自理
'!+ C)(*

!

部分自理
+!! ))()

!

失能
!; ;(A

养老规划

!

已计划或入住机构
)*; !'()

!

无计划未入住机构
!<' ,;(A

表
)

!!

被调查医疗机构护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P)'A

&

基本情况 人数$

%

& 百分比$

J

&

性别

!

女
))' <*(!

!

男
)' <(C

文化程度

!

本科及以上
+'A ;<(C

!

高职或大专
+** '*(!

!

高中*中专及以下
* *

从业年限$年&

!#

+) !) +)(<

!

+*

$

+) )) A(<

!

C

$"

+* !) +)(<

!

'

$"

C ,* )'()

!#

+

$"

' <' !C(<

!'

+ A !()

从业机构

!

三级医院
+)! '<(,

!

二级医院
;< )!(A

!

一级医院
)) A(<

!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 +C(C

表
!

!!

被调查养老机构工作者的基本情况$

%P++,

&

基本情况 人数$

%

& 百分比$

J

&

居住区域
;* '!(+

!

城市
,, ;,(<

!

县*乡

性别

!

女
A' C)('

!

男
!) )C(,

文化程度

!

本科及以上
+* A(,

!

高职或大专
!) )C(,

!

高中*中专及以下
C' ,!(A

从业年限$年&

!

+*

$

+) +) +*(!

!

C

$"

+* +) +*(!

!

'

$"

C +) +*(!

!

+

$"

' ;) ''(A

!"

+ )A )'(+

年龄$岁&

!&

;, ) +(C

!

',

$"

;, ', !<(C

!

!,

$"

', )' )*(C

!

),

$"

!, )' )*(C

!"

), )* +C()

)*))

重庆医学
)*+A

年
,

月第
'C

卷第
+,

期



续表
!

!!

被调查养老机构工作者的基本情况$

%P++,

&

基本情况 人数$

%

& 百分比$

J

&

医疗机构从业经验

!

有
;A ;*(*

!

无
;A ;*(*

职务

!

护理员
A) C*(C

!

护理管理人员
!' )<(!

表
'

!!

被调查老年人对医养结合的认知$

%P;<<

&

条目 人数$

%

& 百分比$

J

&

实现方式

!

医中有养
;+ A(;

!

养中有医
+;C ),()

!

医养相邻
)** !!('

!

三者结合
+;! );(;

!

不清楚
!A ,(!

养中有医

!

完全认同
))A !A(+

!

比较认同
)<A '<(C

!

不确定
;< <(A

!

完全反对
+' )(!

费用标准$元'月&

!"

+;** )A' 'C('

!

+;**

$"

!*** );' ')('

!

!***

$"

;*** ;A <(C

!

;***

$

A*** ! *(;

满足需求

!

完全认同
+C, )<('

!

比较认同
);' ')('

!

不确定
+;A ),('

!

完全反对
++ +(A

主要服务

!

生活护理
'A< A+(,

!

医疗服务
'CC C<(,

!

心理疏导
!,A ,+('

!

健教咨询
!'! ;C(!

"("

!

调查对象对医养结合的认知
!

!

组人群对医养

结合模式的实现方式的认知情况不同%老年人中支持

医养相邻的人数最多$

!!('J

&)老年人*医疗机构护

理人员*养老机构工作者分别有
!A

人$

,(!J

&*

A

人

$

!()J

&*

)

人$

+(CJ

&不知道医养结合实现方式#大

多数老年人$

AC(AJ

&和养老机构工作者$

<,(,J

&认

为医养结合模式的主体部分为养中有医(但大多数医

疗机构护理人员$

C'(+J

&认为主体部分为医中有养#

被调查的老年人大多$

A<(AJ

&期望医养结合养老护

理服务收费水平在
!***

元'月以下#认同/只有医养

结合才能满足当前的养老需求0者包括
C+(AJ

的老年

人*

C;(*J

的医疗机构护理人员和
A)(AJ

的养老机构

工作者#对医养结合模式应开展的服务内容方面(老

年人认 为 最 主 要 的
!

个 条 目 依 次 为 生 活 护 理

$

A+(,J

&*医疗服务$

C<(,J

&*心理疏导$

,+('J

&)医

疗机构服务人员认为最主要的
!

个条目依次为健康

教育与咨询$

A'(CJ

&*医疗服务$

A!(+J

&*康复训练

$

A!(+J

&(养老机构工作者将生活护理$

<'(AJ

&*医

疗服务$

A,()J

&*心理疏导$

A)(AJ

&

!

项视为最主要

的服务内容(见表
'

$

,

#老年人*医疗机构护理人员

和养老机构护理人员认同中医药保健服务内容重要

性水平相近(分别为
'*()J

*

'*()J

和
;*(*J

#

表
;

!!

被调查医疗机构护理人员对医养

!!!

结合的认知$

%P)'A

&

条目 人数$

%

& 百分比$

J

&

实现方式

!

医中有养
!' +!(C

!

养中有医
;' )+(A

!

医养相邻
!A +;(!

!

三者结合
++' ',(*

!

不清楚
A !()

医中有养

!

完全认同
', +A(;

!

比较认同
+!A ;;(,

!

不确定
', +A(;

!

完全反对
+A C(!

以医为主

!

完全认同
', +A(;

!

比较认同
+), ;*(A

!

不确定
,* )'()

!

完全反对
+, ,(;

满足需求

!

完全认同
;' )+(A

!

比较认同
+!) ;!()

!

不确定
;* )*()

!

完全反对
+) '(A

主要服务

!

健康教育与咨询
)+* A'(C

!

康复训练
)*, A!(+

!

医疗服务
)*, A!(+

!

心理疏导
)*' A)(!

表
,

!!

被调查养老机构工作者对医养结合的认知$

%P++,

&

条目 人数$

%

& 百分比$

J

&

实现方式

!

医中有养
, ;()

!

养中有医
!A !)(A

!

医养相邻
)) +<(*

!

三者结合
'A '+('

!

不清楚
) +(C

养中有医

!

完全认同
;A ;*(*

!

比较认同
;' ',(,

!

不确定
' !('

!

完全反对
* *(*

养老为主

!

完全认同
;' ',(,

!

比较认同
;' ',(,

!

不确定
A ,(<

!

完全反对
* *(*

满足需求

!

完全认同
;' ',(,

!

比较认同
') !,()

!

不确定
)* +C()

!

完全反对
* *

主要服务

!

生活护理
++* <'(A

!

医疗服务
+**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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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被调查养老机构工作者对医养结合的认知$

%P++,

&

条目 人数$

%

& 百分比$

J

&

!

心理疏导
<, A)(A

!

康复训练
<* CC(,

"(#

!

对医养结合护理服务内容及人员能力的需求

"(#(!

!

医养结合模式下护理服务内容需求
!

老年人

认为最重要的
!

项护理服务内容依次为医疗服务*生

活护理*医护设施)医疗机构护理人员认为心理疏导*

健康教育与咨询和社会关系支持
!

项为最主要的服

务内容)养老机构工作者将生活护理*医疗服务*康复

训练
!

项视为最重要的服务内容(见表
C

#

!

组人群

医护设施和中医药保健
)

项重要性评分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

#

*(*;

&)其余各项护理服务内容重要

性评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此外(

老年人与医疗机构护理人员对心理疏导*态度与热

情*医疗保健技能*老年护理专长及医疗保健技能的

需求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对分级管

理*应对能力*健康教育与咨询*沟通能力和临终关怀

的需求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A

#

"(#("

!

医养结合模式下医疗护理人员能力需求
!

老

年人与养老机构工作者对医疗护理人员具备心理疏

导能力*突发事件应对能力*文化娱乐意识*服务态度

与热情*沟通能力的需求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对于护理人员具有护士执业资格及管理

者学历水平的需求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C

!!

!

组人群对医养结合护理内容重要性评分结果比较$

!B"

%分&

项目 老年人$

%P;<<

& 医疗机构护理人员$

%P)'A

&养老机构工作者$

%P++,

&

M $

生活护理
'()!;B+(*)! '(*,;B+(*,A '(,)<B*(A<* +)(++) *(***

医护设施
'(+A'B*(AA! '();'B*(A<+ '(!)AB*(<'* +(;)* *()+<

医疗服务
'(';,B*(A;, '()')B*(A,; '(;<;B*(,<A A(;A< *(***

中医药保健
!(,*,B+(+!+ !(;+,B*(<C; !(,<*B+(+)) +(++* *(!!*

健康评估
!(<!)B+(*,! '()+AB*(AA; '(*,*B*(<<A C(+*+ *(**+

康复训练
!(A;;B+(+AC '()C'B*(C;* '('+'B*(C'C )!(*C) *(***

健康教育与咨询
!(AA;B+(*<A '(!*CB*(CA; '(**<B*(<C' +;())< *(***

文化活动
!(C'AB+(+'< !(<A*B*(<+' '(*!'B+(*)+ ,(+;C *(**)

心理疏导
!(<!*B+(+'< '(!;<B*(C<, '(!*)B*(A;C +C(<+; *(***

社会关系支持
'(**CB*(<<; '()<'B*(<,) '()<!B*(C<+ +*(*!A *(***

表
A

!!

老年人与医疗机构护理人员对医疗护理服务内容的

!!!

需求比较$

!B"

%分&

项目
老年人

$

%P;<<

&

医疗机构护理人员

$

%P)'A

&

# $

分级管理
'())<B*(<)+ '(!A!B*(A)< =)(!A+*(*+A

心理疏导
'(!A)B*(A'C '(';*B*(C;; =+(*;)*()<!

应对能力
'(A*!B*(';! '(,A)B*(,*) )(A;A*(**;

健康教育与咨询
'(*'AB*(<,< '(;!)B*(,<; =A(+;)*(***

态度与热情
'(C'!B*(,+; '(,<*B*(,+< +(+',*();)

医疗保健技能
'(''<B*(A') '(;;CB*(C*; =+(A<<*(*;A

沟通能力
'('*'B*(<;< '()),B*(A+C )(;,;*(*++

临终关怀
'(**;B+(*C; '(;**B*(C<! =,(,;**(***

老年护理专长
'('''B*(A!A '('''B*(C,* *(**<*(<<!

表
<

!!

老年人与养老机构工作者对医疗护理服务者

!!!

能力需求的比较$

!B"

%分&

项目
老年人

$

%P;<<

&

养老机构工作者

$

%P++,

&

# $

具有护士执业资格
'('''B*(<*< '(*,*B+(+;) !(;!' *(**+

管理者学历水平
!(+)'B+()', )(,<AB+(!', !(*;C *(**)

心理疏导
'(!A)B*(A'C '(!AAB*(C;; *();* *(A*!

突发事件应对能力
'(A*!B*(';! '(A+<B*(',A *()+< *(A)C

文化娱乐意识
'(+;'B*(<'; '()'+B*(A'+ =*(!,A *(C+!

服务态度与热情
'(C'!B*(,+; '(C,CB*(',' *(+,C *(A,C

沟通能力
'('*'B*(<;< '('))B*(C'A *(+'+ *(AAA

#

!

讨
!!

论

#(!

!

加大对非城市老年群体及医疗护理人员的宣传

力度
!

被调查的
!

组人群来自医养结合养老服务的

供*需双方(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老年人与医疗机构

护理人员对医养结合的认知度并不高(这将对医养结

合的全面推行产生影响#老年人的家庭居住地*学历

层次*收入水平是其主要影响因素(虽然这些因素大

多难以改变(但是作为医养结合养老服务的提供者(

应充分认识到上述可能阻碍政策推行的因素#居住

在城市的老年人比居住在县*乡的老年人有更多接触

医养结合宣传的机会(因此(对新政策宣传的工作重

心应转移到农村及偏远地区#学历与收入水平较高

的老年人群有意愿了解养老政策的内容(对相关政策

的接受度也较高(应对文化程度与收入相对较低的群

体加大养老相关政策的解释及宣传力度#医疗机构

护理人员能够充分认知医养结合政策的目的及意义(

但也受到专业意识的制约(对/养0的重视程度较低(

以致对/医养结合0的内涵未全面理解#这就提示对

医疗护理专业人员应加强防病保健意识(尤其是对老

年人群提供服务时应注重围绕
!

级预防为前提(医疗

救治为根本任务的工作中心开展专业实践#

#("

!

重视提高生活护理服务并提升老年人健康维护

意识
!

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多使该人群对医疗护理服

务的需求不断提升(现阶段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在对

老年人实施生活护理*医疗服务*健康教育咨询
!

个

方面的重视程度与老年人群实际需求存在差异#作

为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内容项目(生活护理尤其应该

得到更多关注(因此(在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和健康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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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技能的同时(还应提高医疗机构护理人员与养老机

构工作者的基本护理技能(保证充分满足老年人群生

存与健康的首要基础护理服务内容#同时(与以往研

究!

;

"中强调加大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机构设施(尤其是

医疗专业设备建设不同的是(老年人对改善基本生活

设施的需求更为强烈#在机构设施布局合理的前提

下(与老年人关系密切的基础生活设施应更全面*更

安全且更贴合老年人群实际需求!

,

"

#本次调查结果

显示(

!

类人群对医养结合模式下护理人员进行健康

教育咨询及临终关怀的重要性及需求具有明显差异(

一方面证实了在未来的医疗卫生服务中重视护士执

行健康教育与咨询(从人类完整健康生命周期健康水

平提升的角度加强生命晚期生存质量服务的必要

性!

C

"

)另一方面说明了医养结合政策的推行急需打破

传统养老以解除病痛为目的*按需服务为主的模式(

促进所有老年人及其亲属及养老机构服务者转变理

念(积极推进以健康知识促进疾病预防和老年人群自

我维护健康的进程(以提升老年人健康水平*实现健

康老龄化!

A

"

#

#(#

!

逐步实施机构内养老服务内容分层管理与培

训
!

!

类人群对医养结合护理服务者的学历*执业资

格看法未达成一致#其中(老年人与医疗机构护理人

员对老年护理专业能力的重视程度相当(这一结果既

与医养结合政策的实施要点完全相符(也更加充分地

证明了目前医疗机构护理人员专业能力有待提高#

调查中发现养老机构工作者多为退休或下岗职工(缺

乏较高的文化水平(实施老年护理服务的能力有限(

对从事老年服务人员的能力要求认知存在局限(这与

我国目前总体状况一致!

<

"

#,老年护理学-已被列为

全国护理本科院校的必修或选修课程!

+*

"

(部分医院已

设立老年病专科(并重视与加大了对护理人员老年护

理专业能力的培训力度#因此(以老年人群实际需求

为导向(围绕医养结合服务内容要点(科学制订护理

人力资源管理与能力提升计划(逐步地运行专业队伍

素质提升工程(才能更好地推行医养结合服务内容#

在政策的推行过程中(可考虑将护理专业队伍与养老

服务人力资源进行整合(明确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内

容与职责(由护理专业人员担任管理者(除完成医疗

专业性突出的服务内容外(承担所有服务人员培训的

计划*组织和实施(重点提升养老服务人员对生活护

理方法*技能的提升和掌握(对老年护理专业人员应

侧重专科护理技能的提高与发展#

#(A

!

加大开拓与充分利用社区可用资源力度
!

在过

去的养老模式中(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均已重视社区

资源的可用性及利用度!

;S,

"

#

!

类人群中(老年人与养

老机构工作者观点达成一致(共同认为生活服务*医

疗服务和心理疏导为最重要的护理服务内容#然而(

政策推行致力于引导老年人群逐渐向防病保健的工

作重心偏移(以提高老年人群整体健康水平#虽然
!

类人群对中医药保健服务的需求较为一致(但对其在

医养结合服务内容中的重要性并未充分认知#为此(

特别强调作为民族特色的中医药保健在医养结合养

老服务中的特殊意义(政府已提出明确的工作方向及

方法(即支持中医医疗机构/治未病0(坚持医养结合(

发展医护型*养护型老年保健机构(促进健康养老专

业化!

++

"

#在下阶段政策的推行实施过程中(还需要先

对参与医养结合养老服务的护理人员及养老机构工

作者进行必要的培训(全方位解读*领悟政策内涵(以

利于今后工作的开展#

综上所述(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的服务连接不明

确(导致目前政策的推行未能完全满足老年人需求(

这将成为未来医养结合模式下服务类型转变的关键

问题(如不能探索出有效途径将难以实现机构之间的

联合!

+)

"

#医疗机构承担了大量的医疗救治任务(整体

医疗护理效率低下(人员与资源均周转不利#将养老

重心转移至养老机构后(医疗机构可向专业化纵深发

展(投入更多精力与资金(从而促进医养水平整体提

升(使医疗资源分布与利用更加合理#此阶段的工作

推进需要政府大力支持与协调(并设置专门部门管理

医养结合模式的推进过程!

;

"

#同时(需统筹管理并设

立/医0与/养0之间完善的科学评价体系(通过过程质

量监控*近期与远期评价确保医养结合的可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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