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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如今，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较为严峻，老年护理在我国医疗领域中已然是一项重要的工作，然而就目

前传统的老年护理服务模式仍存在许多不足，难以满足老年人的护理需求。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快速

发展，“互联网+”这一理念已被很多领域得以运用，许多国家通过互联网平台开展健康教育、医疗咨

询、建立健康档案。在我国医疗领域中，将“互联网+”的服务模式与老年护理相结合，能够取得一定

的成效，多角度、多领域为老年人提供护理服务，从而更好地保障老年人的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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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the problem of population aging in China is more serious. Elderly care has been an im-
portant work in China’s medical field. However, at present, there are still many deficiencies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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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 elderly care service model,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meet the nursing needs of the 
elderly.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the concept of “Internet+” has 
been applied in many fields. Many countries carry out health education and medical consultation 
and establish health records through Internet platforms. In China’s medical field, the combination 
of “Internet+” service mode and elderly care can achieve certain results, and provide nursing ser-
vices for the elderly from multiple angles and fields, so as to better protect the physical and men-
tal health of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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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对医疗以及老年护理服务的需求会逐渐增加 [1]，老年护理服务面临的

问题日益显现，老年人的健康护理问题已不容忽视。目前，传统的养老模式已不能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

的养老需求。随着近年来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2]，已经在众多领域中得以运用，均能有效的提高工作效率。

借助高速发展的网络支持系统，将“互联网+”与医疗工作结合起来，通过对“互联网+”时代下医疗体

系的变革，分析探究信息时代下老年护理服务模式，创新老年护理服务内容、合理配置资源，为老年人

提供更优质的护理服务。“互联网+”老年护理模式对提升护理工作质量具有现实价值，但在发展过程中

也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有待改革与完善。 

2. “互联网+”老年护理概述 

2.1. “互联网+”护理的概念 

在 2019 年 2 月，国家卫健委颁布了《“互联网 + 护理服务”试点工作方案》明确提出了“互联网 + 
护理服务”的概念，即在医疗机构内注册的护理人员，互联网信息技术为支撑，通过“线上申请、线下

服务”的方式，给予出院的患员或者罹患有疾病导致行动受限的人群护理服务。此外，该方案还明确指

出了“互联网 + 护理服务”的总体要求、基本原则和服务内容。“互联网 + 护理服务”模式已经通过

了时间的考验，存在先例可证明其可操作性。 

2.2. 老年护理的背景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自上世纪伴随着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实行，我国的人口增长速度得到了有效

控制，但随之也引发了人口老龄化的一系列问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对老龄化社会的解释：60 岁以上

的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数的 10%或者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数的 7%的社会。按照国际标准，

我国社会进入了人口老龄化阶段。根据预测，到 2025 年，我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上升到 20%，

而在 2040~2050 年之间，这一比例将达到峰值，为 25.5%，而总人口数将超过 4 亿 [3]。巨大的老年人群

体需要得到合理的赡养，老年人的养护问题已成为社会进步中一项亟待解决的任务，这一问题会直接影

响到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社会的安定与平稳，也会对我国的整体发展产生较为重大影响。因而解决好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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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相关的养护问题，护理措施，是非常重要。老年人作为社会中的特殊群体，部分老人身体行动不便，

生活自理困难，这时候就需要有完善的老年护理措施、政策来照顾好这部分老人。 

2.3. “互联网+”老年护理发展的必然性 

如今，我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数量最多、老龄化程度最重的国家，并且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老年

人对老年护理服务的需求越来越高，也期望更优质的护理服务，在这个大环境下，“互联网+”老年护理

的新型服务模式应运而生。“互联网+”老年护理服务模式能更好地发挥护理人员的专业特长，有效解决

居家患者健康照护问题，减少再人院，节约医疗成本 [4]。如今，老年护理不仅仅是局限于医疗护理，同

样还包括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健康宣教等，所以，互联网与传统老年护理的结合在将来老龄化越来越

重的社会下，发展是必然的。 

2.4. “互联网+”老年护理的政策背景 

互联网+模式下老年护理服务体系是用新兴 IT 技术来全面改造老年护理行业的产业结构，实现服务

效率和品质的双重提升。而这一点，也正符合国家对老年护理服务产业的方针政策。2020 年 2 月，我国

颁布了《智慧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0~2023 年)》 [5]，此项计划对之后三年的智慧养老发展目标做出

了科学合理的部署。纵观该项计划，未来老年护理将会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国家将倾注大量的投资以

推动老年护理的发展。除此之外，在近年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互联网+”也被多次提及：在医疗、养

老、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中推进“互联网+”，在养老方面推进“互联网+”，就属于智慧养老的范

畴。随着我国政府对养老行业的扶持强度不断加深，我国的护理服务体系、服务政策也需要逐步完善。

除此之外，同样是各地两会代表委员的聚焦点。我国医疗保健服务体系和护理服务的不断发展，未来“互

联网+”老年护理服务模式也必定加速发展。 

3. “互联网+”老年护理服务模式的可行性 

近年来，我国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医疗护理保健制度不断健全，但人口老龄化问题也

越来越严峻，导致也面临着更大的养老压力，如何有效解决养老问题已刻不容缓，当下，传统养老模式

的局限性已经更加凸显，明显已经难以解决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目前养老的大环境使创新已成

为必然，“互联网+”老年护理服务模式的发展已是必然，成为新的突破点 [6]。“互联网+”老年护理服

务模式可较高效的解决目前存在的护理服务供需不平衡问题，“互联网+”老年护理可基于网络大数据平

台，针对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老年人自身的健康需求进行区分与细化，对护理服务进行有效的整合，

使提供的护理服务更加具有指向性，可满足不同类型老年人的多种健康需求，有效解决供需错位的问题。

“互联网+”老年护理服务模式还可以较大程度的减轻其家庭成员的照护压力，使老年人在家内就可以体

验到更优质的护理服务。基于大数据平台录入老年人的健康数据，子女可通过健康档案随时随地得知老

年人目前健康状况。 

4. “互联网+”老年护理服务模式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4.1. 老年人对健康知识认知程度低 

老年人作为老年护理工作的直接受益者，但其对老年护理工作并不熟悉，甚至完全不了解，许多老

年人长期服用多种药物，却并不清楚安全用药的原则以及疾病预防的方法。老年人对疾病的不了解也是

老年护理现存的一大问题，许多老年人患病却不自知，以及对治疗后的自我护理根本不了解，这说明在

教育宣传上还需加大力度。老年人其自身抵抗力下降，作为易生病的群体，本应做到按时体检，早发现

https://doi.org/10.12677/acm.2024.1451587


张倩 等 
 

 

DOI: 10.12677/acm.2024.1451587 1561 临床医学进展 
 

疾病并及时干预，提高晚年生活质量。但多数老年人一年或两年，甚至基本不做体检，仅有少部分老年

人能做到半年体检一次。由此可见，老年人对老年护理教育学习方面也存在很大的需求。因此，应通过

互联网+让健康宣教趋向移动化，让老年人在饮食、起居上养成良好的习惯，同时也让老年人对一些疾病

有所了解，及时关注自身健康，有病及时就诊。根据老年人的不同类型进行不同方式的宣教，例如疾病

与健康，性格差异，文化程度不同等。同时也加强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教育，由于子女外出工作，许多

老人独居在家，很少有子女陪伴，难免心理上比较孤独，产生消极情绪，甚至会有认为自己越来越不中

用、拖子女后腿的想法，所以也需要通过心理上的健康教育让老人保持乐观的情绪，心情上放松，生活

愉悦。 

4.2. 我国医疗护理服务体系仍不完善 

我国医疗护理服务体系仍不完善是现阶段的主要的问题，现阶段的医疗服务根本无法满足老年人医

疗保健、上门医疗护理、免费义诊定期普查的需求。多数养老机构也存在资源利用不足的问题，固定资

产投入利用不足的问题最为突出 [7]。显然，我国老年护理服务还有待进步。目前大部分老年人仍存在就

医难的问题，因此，应完善“互联网+”老年护理服务平台 [8]，为老年人提供专业护理服务，降低服务

费用，减轻家属照护负担，进一步满足老年人居家护理服务需求，也是当下的一大重任。构建“互联网+”
老年护理服务方案应在政府主导，相关政策制度支持下，基于老年人护理服务需求现状，加大专业护士

培训力度，完善“互联网+”平台建设，促进居家护理服务智能化发展，缓解养老压力。为老年人提供居

家医疗服务，加强就近医疗和上门诊治服务，尤其是为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提供便利，使其获得及时

治疗和帮助，针对性满足老年人个体化需求，使老年人生活质量得到提高。 

4.3. 我国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 

老年居民普遍对周围医疗机构的上门需求程度较高(如应急情况处理、抽血化验、注射输液等)，这与

“互联网 + 护理服务”的服务形式是相一致的，因此“互联网 + 护理服务”的开展符合老年居民对医

疗资源的迫切需求。但就目前形势来看，我国仍存在医疗资源配置不平衡、不充分的难题，虽然分级诊

疗制度的建立和医疗改革的不断推行，但上述矛盾仍然比较突出 [9]，推广“互联网 + 护理服务”，对

于交通和网络信息发展较弱的乡村地区老年人如何获取优质护理服务是需要思考的问题。乡村老年居民

信息获取能力较弱，对“互联网 + 护理服务”知之甚少，但整体需求度较高。因此，政府部门应加强政

策引导、完善互联网+老年护理服务体系，构建面向老年人的医疗信息服务平台。 

4.4. 我国老年护理人才紧缺 

我国目前存在着老年人口占比逐年增高、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匀、慢性疾病增长速度快等挑战 [10]。在

当今我国的社会环境下，老年护理人员的缺口较大，且未来老年护理人员的需求量会越来越大。从各项

调查数据来看，截止到 2017 年，我国有近 380 万注册护理人员(《2017 年卫生健康统计年鉴》)，然而，

现实中最后真正走上护理岗位的远不足 380 万人。通过“互联网+”与老年护理服务的交叉结合，扩大了

社会对专业老年护理人才的需求，也可以促进老年护理人员的护理水平。但由于目前护理人员的缺额，

使得当下的护理人员在完成自身的护理工作后，还需要通过加班的方式为患者上门提供护理服务。所以，

应出台提高护理职业社会地位的相关政策，加强我国老年护理类人才的培养。面对目前我国老年护理人

员的巨大缺口问题，各医学院校应积极调整策略针对护理人才培养，力求培养出拥有更高能力与更高素

养的老年护理职业人才。进一步完善护理人员绩效考核与薪酬机制，加强护理人员的绩效管理制度，完

善对护理人员的护理工作考核标准，可以从护士为老年人员建立的个人健康档案的规范性与完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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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老年人的随访频率和健康宣教是否到位等方面完成考评，进而提高老年护理工作的规范程度与标准化

程度。政府可制定相关政策，提高护理人员的工资以及各类补贴，从而提升护理人员工作的积极性。比

如，通过给予护理人员一定的工作补贴，降低护理人员的离职意愿。 

4.5. 护理人员水平参差不齐 

“互联网+”老年护理需要依托互联网技术平台，护理人员作为执行者，必须具备一定的信息素养，

而当前护理人员文化知识水平参差不齐，信息素养欠缺 [11]，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互联网 + 老年护理”

的发展。因此，应开展相关培训学习，让护理人员通过院内开展的护理信息知识、软件系统操作课程的

培训，使得自身的信息素养水平得以提升。 

5. 展望 

伴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不断加剧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人们也加大了对健康生活的重

视程度。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较为严峻，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未来我国老年

人的护理问题将会成为较为沉重的负担。“互联网+”老年护理模式能有效地满足老年人的需求，改善老

年护理的现状，为老年人带来更便捷、优质的晚年生活。最近几年来，“互联网+”护理在医疗服务方面

应用较不错，通过“互联网+”老年护理服务模式让老年人能获得更及时、更高效的护理服务，满足老年

人多方面的身心需求是我们的共同期待。尽管就当下来看，我国“互联网+”护理服务模式仍处于起步阶

段，如何更高效地为老年人提供优质的护理服务，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展望未来，仍有很大的发展

与进步空间，因此，我们也应不断发挥创新意识，尝试护理服务新模式，推动“互联网+”护理服务模式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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