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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nursing grading in the elderly care institutions in 
Weifang and analyze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satisfaction of nursing grading in long-term care ser-
vices for the elderly. Methods: A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conduct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of 102 elderly people in five old-age care institutions in Weifang City through convenient 
sampling and face-to-face interviews. Results: There was no unified nursing grading service stan-
dard in five elderly care institutions in Weifang City, which mainly provided daily nursing services. 
The satisfaction degree of the elderly to the public pension institution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private pension institutions. The average total satisfaction score of the public pension in-
stitutions was 147.31 ± 9.50, and the private pension institutions was 140.63 ± 14.24 (full score is 
160). The elderly care institutions paid less attention to the spiritual and psychological aspects of 
the elderly. 16.7% of the elderly talked about the lack of public entertainment facilities and places in 
the elderly care institutions, and only 2.9% of the elderly chose the psychological consulting room 
on the questionnaire. Conclusion: The nursing homes in Weifang City lack a unified standard for 
nursing grading. The service items mainly provide life care. The satisfaction of nursing grading for 
the elderly is generally at a general level. A unified nursing grading standard for nursing homes 
should be explor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to improve the satisfaction rating of 
elderly care, and improve the service level of elderly care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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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了解潍坊市养老机构护理分级的现状，分析影响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中护理分级满意度的因素。方

法：2019年1月~8月，采用自行编制的问卷，通过方便抽样与面对面质性访谈法的方法对潍坊市五家养老

机构的102例入住老年人开展横断面调查。结果：潍坊市五家养老机构无统一的护理分级服务标准，主要

以提供日常护理服务为主。入住老年人对于公办养老机构的满意程度明显高于民办私人养老机构，公办养

老机构满意度总分平均为147.31 ± 9.50，民办养老机构为140.63 ± 14.24 (满分为160分)。养老机构对老

年人精神、心理层面的关注较少，16.7%的老年人谈到养老机构没有公共娱乐设施和场所，仅有2.9%的老

年人在问卷养老院设施一项上勾选了心理咨询室。结论：潍坊市养老机构缺乏统一的护理分级标准，服务

条目主要以提供生活照护为主，老年人的护理分级满意度总体居于一般水平，应通过其影响因素分析结果，

探索统一的养老机构护理分级标准，提高老年人护理分级满意度，提升养老机构的服务水平。 
 

关键词 

养老机构，老年人，护理分级，需求，满意度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中国是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根据国家统计局 2018 年发布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底，我

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突破 2.4 亿，占总人口比重的 17.3%，潍坊市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 216.95 万，

占常住人口的 23.2%，高于全国 5.9 个百分点[1]。2014 年潍坊市被确定为全国养老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

城市，由于潍坊市处于老龄化快速发展期，混合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等一系列原因，导致养老压力增大，

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不能充分满足老年人需求，养老机构养老和分级护理逐渐成为新的选择模式[2]。护

理分级制度是医院确定各种医疗资源配置的依据，也是护士实施护理活动的重要依据，我国老年护理事

业起步较晚，养老机构分级护理划分的标准和依据并不统一，受老年人经济水平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各

养老院实行的护理分级可能与老年人需求、能力等级不匹配，从而影响老年人对于护理分级的满意度。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了解潍坊市养老机构照顾模式现状，老年人对护理分级的认知情况和老年人的生活

自理能力。通过分析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因素，提出相应的改进办法，以期满足老年人需求，提高

老年人对于分级护理的满意度，促进养老服务业的发展。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2018 年 5 月至 2019 年 12 月间，选取潍坊市 5 家养老机构的 102 例等级护理老年人进行抽样调查，

该研究通过学校伦理委员会审批。纳入标准为：1) 年龄≥60 周岁；2) 意识清晰、有阅读能力或可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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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沟通；3) 知情同意，自愿参加本研究。排除标准为：精神障碍、认知障碍、重症以及疾病终末者。

调查过程共计发放调查问卷 103 份，剔除不合格问卷 1 份，有效回收 102 份，有效回收率 99%。 

2.2. 方法 

2.2.1. 调查工具 
采用横断面研究，在查阅和分析了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依据现有资料，以“潍坊养老机构护理分级现

状及机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为调查重点，实地走访潍坊市多家养老机构，用质性访谈的方式与老年人及护工

们进行深入探讨交流，经过指导教师的指导，最终自行编制了潍坊养老机构护理分级现状满意度调查问卷。 
1) 一般资料部分：由研究者自行设计，包括性别、年龄、学历、收入、婚姻情况、子女数、所患疾

病等。 
2) 认知程度部分：由研究者自行设计，包括所在养老院是否分级、分几级、划分标准、目前所享受

的具体服务内容等。 
3) 生活满意度调查[3]：本部分共 16 题，满意程度从 1 到 10，“1”表示很不满意，“10”表示非

常满意，由老年人自行选择符合的选项。得分越高，说明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克

隆巴赫系数为 0.868。 
4) Barthel 指数评定量表[4]该量表主要是通过进餐、洗澡、修饰、穿衣、控制大小便、如厕等日常活

动项目，对老人自理能力进行评估，分为“独立”、“部分独立或需要帮助”、“需要极大帮助”、“完

全依赖帮助”四个选项，统计每项得分，相加得到评分总和，分数为 100 分为生活自理能力正常，61~99
分为生活自理能力轻度依赖，41~60 分为生活自理能力中度依赖，≤40分为生活自理能力重度依赖。 

2.2.2. 调查方法 
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自行编制“潍坊市养老机构护理分级现状满意度调查问卷”，采用方便抽样

的方法，对入住养老机构中符合纳入标准的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养老机构中老年人的基本情况、

对护理分级制度认知程度、对护理的需求及满意度、老人自理能力等方面内容。调查过程中，对护工和

老年人采取一对一面访和问卷调查，面访中使用统一指导语，说明调查目的和调查工作的保密性，征求

待调查养老机构和护工的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2.2.3. 资料收集方法 
在调查之前首先获得管理部门的同意，调查中由研究者现场直接发放和回收问卷。向调查对象解释研究

目的、过程、意义，本着自愿的原则，采用匿名方式，承诺对问卷的内容绝对保密，不妨碍调查对象的正常

生活；调查后，现场回收。问卷调查法中，如果有不识字的，可由当事人口述，调查人员帮助填写内容。 

2.2.4. 统计学方法 
使用 Excel 2016 建立数据库，数据录入采用双人查对输入，保证数据输入的准确性。使用 SPSS 24.0

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的方法，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和方差分析进行单因素分析筛选相关因素，将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项目纳入多元线性回归

分析，探索影响老人对于护理分级满意度的因素[5]。 

3. 结果 

3.1. 养老机构等级护理老人对护理分级制度认知情况 

3.1.1. 潍坊市五家养老机构分级现状 
五家养老院分别为公立养老院 S，民办养老院 Y、H、J、X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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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院 S 为公立非盈利性养老院，主要分为三级：自理、半自理、特护(全照顾)，入院有较为完整

的自理能力评估量表，分别从日常生活能力、感知觉与沟通能力、社会参与能力、精神状态等方面，对

老年人的每一项能力进行评估，结合老年人的实际情况划分护理等级。依据民政部 2001 年发布的“老年

人社会福利机构基本规范”，对等级老人进行分级护理，基本满足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配有老年人

活动室、卫生室，较为关注老年人的精神心理需要，对有特殊需求的老人能够提供比较专业的照护，如

需要鼻饲及瘫痪病人。对护工的培训相对专业全面，管理比较严格，因此也是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总体得

分最高的一家养老机构。 
养老院 Y、H 为较大规模的民办养老院，主要分两级：自理老人、特护。主要以 2013 年民政部

发布并实施的《老年人能力评估标准》[6]为基础，入院后根据老人的年龄、生活自理程度、身体状况

等进行护理分级，根据不同的分级提供护理服务，由于涉及到费用问题，也会一定程度上参考老年人

及家属的意见。除提供基本生活照护外，也配有较为完善的娱乐设施及卫生保健室，并且对照顾特护

老人的护工定期进行急救培训，如呛咳、摔倒等，对患病老人有一定的照顾经验，老年人的生活满意

度也比较高。 
养老院 J 为中等规模的民办养老院，护理等级分为两级：自理、特护。主要根据老年人的自理程度

和老年人个人需求进行分级，没有完整的评估量表，基本以提供生活照护为主，有卫生室和娱乐室，但

使用率很低，特护老人基本上没有娱乐项目。老年人对收费问题及活动范围太小略有不满。 
养老院 X 为较小规模的民办养老院，护理等级分为两级：自理、特护。养老院的一楼二楼为自理老

人，三楼四楼为特护，入住 X 养老院的老年人病情相对较为平稳，有一定的自理能力，因此对护工的要

求不高，且由于 X 养老院规模较小，仅能够提供生活上的照顾，如吃饭、穿衣、协助走路等，而没有任

何公共的娱乐设施和活动场地，对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关注不足，这也是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

素。 
 
Table 1.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five pension institutions in Weifang 
表 1. 潍坊市五家养老机构的现状 

养老机

构名称 护理分级 入院分级评估方式 服务范围 护工管理 老年人满

意度水平 

公立养

老院 S 
自理、半自理、 
特护(全照顾) 根据自理能力评估量表进行护理分级 生活照护、专业护理、特殊护理、

娱乐项目、卫生保健服务 
专业、全面培训严

格管理 最高水平 

民办养

老院 Y 
自理、特护 根据老人的年龄、生活自理程度、身体

状况等进行护理分级，涉及费用考虑 
生活照护、娱乐项目、卫生保健

服务 定期急救培训 较高水平 
民办养

老院 H 

民办养

老院 J 自理、特护 根据老年人的自理程度和老年人个人

需求进行分级，没有完整的评估量表 
生活照护、少数娱乐项目、低水

平卫生保健服务 
—— 较低水平 

民办养

老院 X 自理、特护 —— 生活照护 —— 最低水平 

3.1.2. 潍坊市五家养老机构等级护理老人对护理分级制度认知现状 
102 位等级护理老人中知道目前养老机构护理分级的有 59 人(占 57.8%)，知道自己的护理等级的老

人有 100 人(占 98%)；而老人自己护理等级的划分标准和具体内容，知道的有 19 人(占 18.6%)。养老机

构等级护理老人目前护理分级制度认知情况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详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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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cognition of the elderly in the hierarchical nursing system 
表 2. 等级护理老人对分级护理制度认知情况 

项目 分类 公办 民办 小计 X2 P 

目前养老机构 
的护理分级 

知道 4 55 59 
7.824 0.020 

不知道 14 29 43 

您自己的 
护理等级 

知道 18 82 100 
162.706 0 

不知道 0 2 2 

护理等级的 
划分标准和 
具体内容 

知道 2 17 19 
2.2948 0 

不知道 16 67 83 

3.2.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养老机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总结影响满意度的相关因素，其中因变量为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总分，自变

量为老年人一般资料(表 3)。 
 
Table 3. Effect of general information on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in elderly care institutions (x ± s) [7] 
表 3. 一般资料对养老机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x ± s) [7] 

项目 n 满意度总分 F 值 P 

年龄   4.077 0.000 

60~89 岁 86 142.08 ± 13.71   

90 岁以上 16 137.63 ± 14.38   

性别   1.563 0.058 

男 38 140.16 ± 14.71   

女 64 142.11 ± 13.36   

学历   1.044 0.431 

文盲 15 149.67 ± 8.35   

小学 37 140.32 ± 13.27   

初中 24 135.67 ± 15.45   

高中或中专 11 146.36 ± 14.27   

大专及以上 15 141.38 ± 13.00   

收入   0.840 0.711 

1000 元以下 16 142.44 ± 12.63   

1000~2499 元 21 137.05 ± 15.34   

2500~5000 元 38 138.79 ± 14.35   

5000 元以上 27 147.78 ± 10.47   

疾病数   0.844 0.705 

1~2 种 64 143.14 ± 13.69   

3~5 种 23 131.22 ± 10.61   

≥6种 2 134.50 ± 12.02   

无疾病 13 151.77 ± 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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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护理等级   2.917 0.000 

正常 35 147.80 ± 12.82   

轻度依赖 52 140.40 ± 12.87   

中度依赖 10 130.30 ± 13.61   

重度依赖 5 128.80 ± 5.72   

 
Table 4.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elderly’s life satisfaction in pension institutions 
表 4. 养老机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入选因素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标准化回归系数 t P 

年龄 24.238 4.046 0.373 5.991 <0.05 

性别 16.160 3.264 0.193 4.951 <0.05 

子女数 7.503 1.347 0.169 5.569 <0.05 

收入 11.515 1.890 0.237 6.092 <0.05 

生活来源 10.349 2.468 0.119 4.194 >0.05 

护理等级 −4.202 2.638 −0.044 −1.593 >0.05 

 
通过 SPSS 进行多元线性逐步回归(表 4)，除去相关性低的变量，筛选出影响等级护理老人需求的因

素为年龄、性别、子女数、收入、生活来源、护理等级等。 

4. 讨论 

4.1. 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接受度较高 

本次调查显示，入住养老院的老人以女性居多，其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以小学和初中学历最为集中，

但对养老院的接受度普遍较高，入住老人中目前独身者约占六成，有伴侣的老人不到四成，配偶同时入

住一家养老院的老人在调查样本中，仅有四对。这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子女工作忙，没有办法经常陪

伴老人，老人一个人容易产生孤独感。随着年龄的增大，自理能力的下降，老年人独自在家容易有意外

发生，入住养老院可以提供相对全面的照顾，且相对于请一个专门的保姆，入住养老院性价比更高。单

身老人在与子女的相处中，由于思想观念和价值观的不同，容易产生较多分歧，养老机构养老也有利于

家庭的和睦。 

4.2. 老年人患慢性疾病者常见 

被调查的 102 名老人中身体健康无任何疾病者 13 人，占比 12.7%，大多数老年人患有一种及以上的

疾病，疾病以高血压、糖尿病、心功能不全等慢性病最为常见。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中接近一半需要按

时服用药物，老年人疾病数总体与年龄呈正相关，这与老年人随年龄增长，健康状况下降，更容易出现

疾病并发症或急性发作有关，机构养老有利于得到相对规范化的陪护。 

4.3. 老年人对分级护理和自理能力的认知水平较低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年人知道自己的护理等级，接近半数的老年人能够正确说出所住养老机构的护

理分级。但能够大致说出自己护理等级的划分标准和具体内容的老年人仅占 18.6%；本研究所调查样本

中，能够详细了解具体划分标准和具体内容的为 0%。这是因为老年人对于护理等级认识不足，仅从不同

等级对应不同费用上有所了解。因此目前各养老机构缺少统一的评估标准，并且允许老年人及家属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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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分级的评定，不利于保证其服务质量，从而可能降低老年人的满意度。 
对于自我照顾能力的自我评价，超过半数的老人认为自己完全不需要协助，但根据 Brathel 指数评定

量表的初步评分[8]，只有 35 位老人等级为自理能力正常。这反映了老年人对自理能力认知的不足，同时

说明了对于老年人护理等级的评定，需要引入更全面科学的评估体系，如引入健康史、精神状况、功能

活动等方面的评估内容，对老年人的自理能力进行更全面的评估。 

4.4. 老年人满意度受多方面因素影响 

4.4.1. 日常护理需求基本能够满足 
从整体上看，老年人对于养老机构生活的满意度分数较高(水平较高)，十六项满意程度调查平均分为

8.85，其中总体满意度最高的前三名是老年人对自己的人身安全及保障的满意程度(平均分数为 9.27)，老

年人对于被尊重的满意程度(平均分数为 9.25)，老年人从家庭得到的支持的满意程度(平均分数为 9.15)。
满意度最低的前三名是老年人对自己的睡眠满意程度(平均分数为 8.20)，老年人对自己日常活动能力的满

意程度(平均分数为 8.32)，老年人对养老机构娱乐休闲设施的满意程度(平均分数为 8.33)。从所调查的样

本上来看，养老机构大多管理比较严格，没有家属的陪同，一般不被允许随意进出；养老机构一般都能

够提供较为完善的饮食起居服务，相比于在家住，老年人觉得更舒适方便；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大多

有收入，且大多可以自主支付入住养老院的费用，月收入<1000 元的仅占 15.7%，随着老年人观念的转变，

入住养老机构不等于子女不孝顺，养老机构照护有利于老年人得到更好的照顾。这些原因，使老年人对

养老机构生活的满意度分数普遍较高。 

4.4.2. 精神、心理需求容易被忽视 
老年人的日常娱乐活动提到频率最高的为看电视、听收音机、互相聊天，集体社交及娱乐活动较少，

且养老机构中的娱乐设施大多针对于自理老人，对日常行动能力较差的半自理、特护老人关注不足。老

年人由于身体机能的退化，心理上渴望获得更多的陪伴和照顾，但由于养老机构人力及资源有限，很难

做到兼顾，因此活动能力差的老人，对情感支持的需求更高，如家人的探视和陪伴，可以提高老年人的

满意度。而现有的护理等级只能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不能做到个性化的服务，相比于自理老人，总体

满意度较低[9]。以往的众多研究均表明：性别、年龄、学历、收入、社会支持情况为影响养老机构老年

人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 

4.4.3. 其他因素对于满意度影响的分析 
不同养老院设施条件差距较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数据结果，总体上，收入高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较高，在所调查样本中，收入低于 1000 元的老年人满意度也很高，这与老年人经济情况普遍较好和主要

由子女支付费用有关。调查显示，老年人的工资卡基本存放在儿女手中，除必要支出外，在养老机构中，

用到钱的机会不多，因此收入对于满意度的影响不大。 
学历高的老年人往往生活满意度较高。这与学历高的人往往有更多的娱乐消遣方式，且心胸也更开

阔有关。但也存在学历高的老年人对于养老机构的要求更高，或者较为清高，与周围老年人相处不甚融

洽，影响其生活满意度的情况。 
疾病数少，自理能力强的老年人普遍生活满意度较高。这是由于日常活动能力好，老年人的社交面

更广，有更多的交友选择范围，也更容易参与到集体的活动中去。类似唱歌、手工比赛等，出于安全考

虑，参加的大多为自理老人。活动能力差的老人，活动范围狭小，常会滋生消极情绪，从而影响老年人

的满意度[10]。 
截至 2017 年底，潍坊市内共开办养老机构一百二十余家，但养老院内部的设施及条件差距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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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等级划分的价格方面也不尽相同。经济状况是影响老年人养老机构选择的重要因素，其他包括离

家的距离、子女意愿、养老机构的服务态度等也是考虑因素。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增加，选择入住养

老机构的比例也不断升高。养老机构作为社会化养老服务的主体力量之一，其建设显得尤为迫切。一

般来说，养老机构应该提供包括日常生活照料、医疗照护及其他服务[11]，但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养老

机构中的护理员只能提供生活上的协助，而对疾病预防监测能力不足[12]，甚至对于老人服用的药物的

作用也不清楚。养老机构中老年人患有慢性疾病的比例很高，受疾病和住在养老院不适应等因素影响，

养老院中的老年人产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危险更高。落实护理分级，有利于护理人员有针对性的关注老

年人的具体情况，采取合适的护理措施。现阶段，绝大部分老年人患病需要家属陪同去定点医疗机构

就医，部分老年人希望养老机构能够提高医疗护理服务水平，提高对病情检测、控制病情发展的能力，

并与相关单位合作，对老人定期进行健康体检，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因此，在护理等级评估中，增

加对老年人身体状况和患病情况的评估，有利于养老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更好的了解老年人的身体情况

[13]。 

4.5. 研究局限性 

本次调查研究对象的选择，采用的是方便抽样法，因此抽取样本得到的结论可能无法代表整体现

象。再者，本次样本数量为 102 例等级护理老人，样本数量较少，其中非自理老人大多在沟通方面存

在问题，无法较好配合调查人员进行调查，因此所占调查样本比例较小。这些都可能对调查结果造成

一定偏差。 

5. 总结 

现阶段，养老机构的物质照顾基本上可以满足老年人需求，但对于精神方面的需求仍关注不足。养

老机构护理分级制度落实不严，老年人护理分级的评估标准仍然比较单一，由于老年人的身体情况，健

康状态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对老年人情况进行阶段性的动态更新，有利于及时掌握老年人的需求，

提供合适的照护服务，完善养老机构护理分级制度，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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