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 2 月

February 2020

PracticalMedicalResearch实用医学研究

医学教育 Medical Education

1 引言

2011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才正式批准护理学为 I 级学

科，而目前绝大多数三甲以下的医院没有设立老年护理这一

单独科室，特别是在西部、西南部、西北部地区，或者是医院有

单独科室但更多趋向于临床普科发展，因而老年基础护理技

术人才在中国市场上可以说是供不应求。当前的老年护理基

本都是依托着临床护理开展服务的，或是基本按照临床护理

笼统地执行医嘱进行医疗护理，另外中国的护理人才或护理

人员人数相对于庞大的人口基数是远远不够的，更何况是在

中国老年化趋势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因此，将老年护理学下设

为基础护理学的一个下设科目，开设老年护理高等教育很有

必要[1]。

2 大形势下的数据分析

2018 年最新中国 31 省市人口数量统计数据显示：2018
年末，中国大陆人口达到 13 亿 9538 万，60 岁及以上的人口为

24949 万，占总人口比的 17.9%，65 岁及以上的人口为 16658
万，占比 11.9%，全年出生人口为 1523 万，人口出生率仅为

10.94%。在 2018 年 2 月 27 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全国老龄

办副主任吴玉韶谈到，2017 年底，中国老龄人口（60 岁以上）

已达 2.41 亿，2050 年中国老龄人口将达到 4.87 亿，占中国总

人口比的 34.9%。并且联合国“中方案”预测，中国人口增长将

在 2029 年达到人口峰值 14.42 亿，2030 年将开始进入持续的

负增长模式，2050 年中国人口将减少到 13.64 亿，2065 年将减

少到 12.48 亿。

由上述数据可知，中国老龄化大潮将会越来越严重。老龄

化问题是未来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重大且棘手的难题，全社

会都必须去面对、解决。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老年专科护理、

老年护理教育、老年护理管理、老年科研理论体系发展真的比

较落后，还尚未形成自身独特的理论、技术、制度指导体系。

3 实践报告

在养老方面，光有养老院是远远不够的，也是不全面的。

在养老院中，虽说院方提供了良好的衣食住行、生活起居（仅

限于条件较好的养老院，那条件不好的呢？也许就是简单的一

日三餐而已）、娱乐场地等，也许有些还有专门的医疗卫生人

员为老年人定期体检，但这只是暂时性的，而且体检之后很少

或是几乎没有为他们留下健康规划指导，就算留下了，对老年

人来说也很难执行。所以老年人的一级预防就此作罢，加之老

年人的抵抗力相对于青壮年更加低下，机体功能更加不健全，

或是机体不能够如年轻时一样发挥最大防御作用，那么他们

被疾病侵袭、病菌感染的概率就更大了。在老年人的健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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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级预防很重要。在每个养老院配备一个定期查访的全科

医生是不怎么现实的，但是如果医科高校普遍开展老年护理

教育，政府、社会积极配合引导学生就业，那么配备一个定期

查访的全科护士，难度就会降低许多。

在中国农村，据了解，养老基本上以家庭养老为主，很少

有人会将老年人送去养老院养老。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传统

观念的影响，二是经济压力的制约。在中国，广大农村甚至城

镇的绝大多数老年人即使已经耄耋之年，还在为家庭生计忙

碌，而且基本都有两种及以上的病史。这些老年人在临终之前

那几年，一般都会因为疾病缠身而痛不欲生。因此，如果医科

高校可以普遍开展老年护理学教育，培养老年护理学人才，将

这些人才输送到各级医院，那么在就医过程中，这些老年患者

将会得到更加系统化、专业化、人性化的护理，也会对患者的

治愈起到重要作用，而且老年医护问题将会得到进一步发展。

另外，在养老院中，很多老年人缺乏的不仅仅是健康，更

多的是人文关怀。笔者在三下乡、家年华等系列志愿活动及日

常走访的一些养老院中了解到，院方和当地医院基本都会为

老年人安排定期的体检活动，虽然老年人都很配合，基本生命

体征正常，但却精神不振，整天病恹恹的，院方对此也没有有

效的处理办法。但当第二天看到一群志愿者走进敬老院的时

候，老年人沉寂的氛围就散了，一群老年人热情地拉着志愿者

的手，和志愿者唠叨。他们很热情洋溢，志愿者说话的时候，即

使他们听不懂，也会很认真地听。究其原因，他们太缺爱和温

暖了，太缺人文关怀了。

4 开展老年护理教育的前景

老年人在未来的中国将会是一个主流群体，特别是在医

疗卫生事业方面愈来愈考验社会资源的承载力，包括人力资

源、物力资源等。所以要做好老年人的后勤保障，这既是一个

契机，又是一个挑战，关键还得看怎么把握方向。不论是对社

会、群体、家庭，还是对老年人个体来说，医科高校普遍开展老

年护理教育，做好老年人的后勤保障、护理有以下几点显而易

见的好处。

淤能够让老年人切实感受到社会带来的温暖与爱，营造

一个和谐美好温馨的家庭氛围、社会氛围。

于老年人被护理好的同时，也间接减少了社会人力、物

力、财力的浪费。老年人的住院率是其他年龄段的 3 倍，一例

老年病例的治疗成本是其他人群的 3耀5 倍。所以老年基础护

理不仅可以为老年人提供二、三级预防，更重要的是能够提供

一级预防，减少老年人发病住院的概率，从根源上预防、解决

问题。

盂社会、国家在护理、照顾好老年人的同时，年轻一代人

也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这将会激发年轻一代更高的奋斗热

情，让自身价值得到更充分的挖掘，为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

榆提升社会健康水平，促进老年人在心理和生理上的自

我保健，让老年人的人格得到充分的表达，让老年人的晚年生

活更加幸福。

虞缓解社会医疗公共资源的紧缺，如减缓老年人的发病

时间、推迟老年人的入院治疗时间、减少老年人的药物供应。

愚推进护理学的进一步发展，进一步完善中国护理学理

论、管理体系、专科技术等。

舆为解决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提供部分保障，促

进中国社会人力、财务资源的充分利用。

余将老年护理人才输送到贫困地区也正是响应党中央的

号召。把技术、人才输送到贫困地区，真正推动贫困地区的发

展。

5 结语

中国老龄化趋势已经势不可当，笔者在四川多个市、县医

院（主要为凉山州各级、南充市公立人民医院）了解到，住院患

者中老年人、接近老年人年龄的人愈来愈占据主流。不可否认

的是，人在到达一定年龄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生理功

能自然会衰退，器官会老化，代谢功能会出现紊乱，免疫功能

会下降，大脑的认知功能也会出现相应的衰退，而且老年患者

的治愈或痊愈概率更低，康复时间变得更长，药物反应更加强

烈，想更好地实现二、三级预防就更难。

中国护理事业相对来说起步较晚，而老年护理就更加滞

后。目前老年护理没有形成自身独特的理论支撑体系，没有足

够的理论创新、技术创新，基本依托临床护理，针对性不足。而

且相对于病人的数量来说，中国的护理人员极其缺乏，在老年

护理这一块就更加匮乏，导致护理工作人员在临床工作中任

务繁重，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去给予病人特别是老年患者充

足的人文关怀，这间接或直接地影响了他们的医疗护理和康

复进程。另外，护理工作人员的管理制度和使用相对来说是不

完善的，不同科室之间因为人手紧张而临时调换，打破了原来

建立的良好护患关系，也会导致某些护士出现职责模糊、角色

不清等问题，而这一切都需要解决。所以，各医科高校普遍开

设老年护理学这一学科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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