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ursing Science 护理学, 2016, 5(3), 38-43 
Published Online July 2016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ns 
http://dx.doi.org/10.12677/ns.2016.53008   

文章引用: 李涤凡, 李新帝, 黄凯林, 孔海霞, 张明. 我国老年人居家护理需求研究现状[J]. 护理学, 2016, 5(3): 38-43. 
http://dx.doi.org/10.12677/ns.2016.53008  

 
 

Research Status Quo of Elderly Home Care 
Demand in China 

Difan Li, Xindi Li*, Kailin Huang, Haixia Kong, Ming Zhang 
School of Nursing, 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ianjin 

  
 
Received: Jun. 19th, 2016; accepted: Jul. 8th, 2016; published: Jul. 11th, 2016 
 
Copyright © 201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Abstract 
We summarized the status quo of domestic home care needs of the elderly, and then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home car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home care 
needs of the elderly and provide evidences for home care service and home care research in the 
future. 

 
Keywords 
The Elderly, Home Care, Needs 

 
 

我国老年人居家护理需求研究现状 

李涤凡，李新帝*，黄凯林，孔海霞，张  明 

天津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天津 
 

 
收稿日期：2016年6月19日；录用日期：2016年7月8日；发布日期：2016年7月11日 

 
 

 
摘  要 

本文通过对我国老年人居家护理需求现状进行回顾，并对我国居家护理的现存问题提出对策及建议，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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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解老年人居家护理需求，为今后开展居家护理服务、居家护理研究等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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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 2010 年，中国老年人口(≥60 岁)占人口总数的 13.26% [1]，
预计 2050 年这一比例将达到 32.73% [2]。2013 年 8 月，国务院召开的常务会议提出，到 2020 年全面建

成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支撑的覆盖城乡的多样化养老服务体系，以应对人

口老龄化问题[3]。居家养老是养老服务体系的基础，居家护理是居家养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受到

广泛关注。中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6 年~2020 年)中指出，经满足需求为导向，探索护理产业发

展，以不断适应经济社会老龄化、城镇化的发展趋势，也提示居家护理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我国

居家护理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政策方面不成熟，实践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各地的居家护理偏重于服

务组织体系和设施的建立，服务内容重点不突出、落实不到位，缺乏可操作性与实用性的居家护理方案，

往往不能满足老年人的需求[4]-[6]。本文通过对我国老年人居家护理需求现状进行回顾，旨在了解老年人

居家护理需求，为今后开展居家护理服务、居家护理研究提供借鉴。 

2. 文献回顾 

2.1. 居家护理概念 

居家护理是指对有后续照护需求的个体及其家庭，在他们的居家环境中，定期提供专业的健康护理，

以达到健康促进，健康维护，疾病预防的目的，它是适应大众需求的一种主要的社区护理工作方法，是

住院外的补充形式，在提高社会和经济效益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7] [8]。 

2.2. 居家护理人员 

我国居家护理人员包括正式和非正式两类。正式护理人员由护士、养老护理员或受过专业培训的服

务人员组成，通常是有偿的；非正式护理人员主要由家人、亲属组成，通常是无偿的[9] [10]。其中 21%
的老人接受正式护理人员护理，79%接受非正式护理人员护理[11]。 

2.3. 居家护理需求 

因为医疗资源的紧缺和床位周转率的加快，患者不仅住院时间变短，而且除疾病急性期在医院度过

外，缓解期都会回归家庭。这使院外治疗需求量增加，老年人势必需要居家护理服务[12]。老年人的居家

护理需求有生活需求、医疗需求和心理需求等方面。 

2.3.1. 生活需求 
我国老年人的日常生活需求有做饭、穿衣、洗衣、洗头、洗澡、持家、散步、陪伴取药、理财、代

购等[13] [14]。不同研究的各项目需求程度不一，王颖丽等[15]调查发现老年人对洗头的需求最高，其次

是擦身和洗澡；而巩莹等[16]则发现如厕和起居的需求程度高。 

2.3.2. 医疗需求 
老年人居家医疗健康需求主要包括血压监测、血糖监测、注射、氧气吸入、辅助排痰、导管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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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指导、服药指导、康复训练、中小换药等[16]-[20]，其中对血压监测的需求排在前列[17]-[19]；也有

相关研究表明老年人希望提供的服务需求主要是健康教育[20]。 
中医护理在老年病护理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临床治疗和护理意义[21]。农村老年人对中医护理服务需求

排在前三的是老年病的康复、中医用药护理、中医养生保健，其中按摩、刮痧等中医护理技术，老年人

接受度高[22]。 

2.3.3. 心理需求 
我国空巢老年人队伍不断壮大，空巢老年人总数已经占到老年人总数的 31.77%，其中独居老年人占

到 16.40% [1]。空巢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低，普遍存在抑郁、焦虑等问题[23]，其中 86.4%的老年人希望

居家护理员给予心理护理[24]。通过社区护士对老年人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和宣教，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

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25]。 

2.3.4. 其他 
随着老龄化的进展以及医学的发展，老年人相关的慢性疾病和恶性疾病发病率大幅度增高，死亡过

程延长，老年人对居家临终关怀的需求日益俱增[26]。路颜羽[27]表明，对临终关怀有所了解的老年人占

27.3%，如果老年人罹患晚期肿瘤，25.3%的老年人会选择临终关怀。 
此外，有研究显示老年人对健康讲座与咨询有很大需求[18]，周育瑾[19]的研究表明老年人对健康教

育与指导的需求为 69.3%，高于康复护理的需求(23.4%)和基础护理的需求(62.8%)。 

2.4. 居家护理需求的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人口社会学特征、疾病情况、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能力、社会支持都影响老年人对居家护

理的需求。空巢老年人对居家护理需求度高达 94.4% [24]；老年人退休金越多、文化程度越低、年龄越

大，对居家护理需求越高[28] [29]；女性老年人的总体需求略高于男性老年人[30]；老年人患慢性病种数

越多，越需要居家护理[24] [28]；老年人自理程度高，居家护理需求低[29]；医疗资源、儿女等支持与护

理需求影响成负相关[24]。 

3. 现存问题分析 

3.1. 居家护理人员不足，素质较低 

由于从事居家护理的护士相比于其他医疗机构的护士工资低，福利待遇不够高，社会认可度低[31]，
导致居家护理服务机构很难吸引专业护理人员；加之护士多点执业政策尚未正式出台，实施起来困难多

[32]，这就造成了正式居家护理人员的短缺。非正式居家护理人员普遍没有受过专业知识培训，护理质量

较差[13]；且多数只有中专以下学历，文化程度不高，整体素质较低[33] [34]。 

3.2. 老年人居家护理需求量大，服务项目少，水平低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把人的需求由低到高分成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五个层次，揭示

了人类需求的多样性。老年人作为一个特别的群体，需求更加多样化，加上老年人口的增加使得，老年

人的需求量总体增大[1] [35] [36]。 
目前我国居家护理服务主要有两类，一是社区开展的专业操作类服务，如注射、导尿、换药等；二

是医院开展的出院延续性护理服务，以电话随访、家庭访视为主。两者服务内容单一，也未采取个性化

的护理，而且医疗、康复、心理支持等服务还未全面开展[12]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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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老年人缺乏对居家护理服务的认识 

我国老年人对居家护理的认识不足。张梦芸[38]的研究显示仅有 13.33%的老年人对居家护理有一定

了解，听说过但不了解居家护理的老年人占 31.43%，而完全不了解居家护理的老年人竟高达 55.24%，与

修宏方[39]和高娜[40]的研究结果相符。大部分老年人对居家护理的认识还是一片空白，他们并不理解什

么是居家护理，也不理解居家护理的中心点是什么[38] [41]。 
老年人对居家护理认识不足有多方面原因，主要体现为以下两点：一是我国居家护理作为一个新生

事物，开展得晚且发展缓慢，各方面发展还不完善，使得老年人对居家护理不够了解[42]；二是政府部门

和服务机构对开展居家护理服务的迫切性认识不足，宣传的广度和深度不够，以至于老年人的参与度不

高，居家护理服务推进缓慢[43] [44]。 

4. 对策 

4.1. 加强政府支持和人员培训 

政府加大对居家护理的资金投入，建立医院与居家护理服务机构的直接通道，鼓励临床护士参与居

家护理服务。对居家护士进行认证，提高对他们的职业保障，减少居家护理人员的流动，使老年人能够

接受更好的服务[45]。加强护理教育，定期对护理人员进行专业知识培训，提升护理队伍整体水平。增加

护理人员的自主权，从而提高他们的工作的投入[46]。同时在高校开展相关专业，为居家护理发展培养专

业人才。 

4.2. 从需求角度完善我国居家护理服务 

进行老年人居家护理服务需求调查，了解老年人在生活、医疗、心理等各个方面的需求，按需为老

年人提供多元化的护理服务，并在其中探索适合老年人的个性化服务；完善居家护理服务内容，使服务

集专业的疾病预防、治疗、康复、护理和非专业的社会服务于一体，提高整体服务水平[35]。在未来，我

们可以应用由专业人士设计的远程协助居家护理的机器人这项高新技术，来满足老年人的居家护理需求

[47]。 

4.3. 加大居家护理服务的宣传力度 

通过电视、报纸等媒体，以及在社区开展有关居家护理的讲座，加大居家护理的宣传，并不断丰富

宣传形式与内容，用通俗易懂的形式让老年人了解这个新生事物；并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为老年人

提供护理保障[48] [49]；还要正式开展居家护理服务，让居家护理走进社区，走进家庭，让老年人切实感

受到居家护理的便利等优点，以利于居家护理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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