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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论文聚焦《老年护理与保健工作手册》的开发、应用及优化,深入剖析其在老年护理领域的

关键作用。通过整合大量数据与实际案例,明确手册对提升教学质量、规范护理实践以及改善老年人生

活质量的重要价值。同时,针对应用中出现的问题提出针对性策略,旨在推动老年护理事业发展,增进老

年人的健康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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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applic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Work Manual of 

Geriatric Care and Health Care, and deeply analyzes its key role in the field of geriatric care. By integrating a 

large number of data and practical cases, the important value of the manual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standardizing nursing practice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At the same time, targeted 

strategie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problems in the application, aiming at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elderly 

care and improving the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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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生育率下降、医疗水平提高和人均寿命延长,中国正经

历着世界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人口老龄化进程[1]。老年人

口比例持续攀升,给社会、经济和医疗保健体系带来了巨大挑

战。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

口31031万人,占总人口的22.0%；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2023万

人,占总人口的15.6%[2]。中国从“老龄化社会”(7%)到“深度

老龄化社会”(14%)仅用了21年(2000-2021年),远快于欧美国家

(法国126年、美国72年)[3]。预计到2035年,60岁及以上人口将

突破4亿,占总人口的30%,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4],在这样的背

景下,老年人的护理与保健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养老护理需求呈

现专业化、精细化、多元化发展趋势。然而,当前我国养老护

理行业面临人才短缺、专业水平不足、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等

问题[5],亟需培养高素质、高技能的养老护理人才,以满足日益

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 

专业养老护理人才需掌握老年医学、康复护理、心理疏导

等技能,能够进行慢性病管理、康复训练、基础护理、药物管理、

认知症照护等专业操作,减少护理风险[6]。推动我国智慧养老发

展,还要求护理人员熟练运用智能护理设备、远程医疗等技术,

提升服务效率,促进医养结合,降低住院率[7]。 

1 老年护理与保健工作手册的开发 

1.1需求分析 

为全面了解老年人的护理需求以及护理人员在实际工作中

的困难,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调研。问卷发放

范围涵盖了多家养老院、社区养老服务中心以及部分居家养老

的老年人,共回收有效问卷300份。访谈对象包括护理人员、老

年人及其家属,累计访谈100人次。 

调查结果显示,在老年人常见的健康问题方面,慢性病管理

需求占比高达70%,其中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

的护理需求最为突出。在康复护理方面,肢体功能康复需求占比

45%,吞咽功能康复需求占比30%,认知功能训练需求占比25%。心

理关怀需求占比55%,许多老年人因长期患病、缺乏陪伴等原因,

存在孤独、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 

护理人员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主要包括专业知识不足

(占比40%),对一些复杂的老年疾病护理缺乏深入了解,如对帕

金森病的运动症状和非运动症状护理、老年痴呆症的认知功能

评估与干预等；沟通障碍(占比35%),难以与老年人建立有效的

沟通,准确了解他们的需求,尤其是面对存在认知障碍的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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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操作技能不熟练(占比30%),在执行一些护理操作时不够规

范、高效,如在进行肢体康复训练、老年人各种风险评估以及难

度大一些的技能操作时容易出现失误。 

1.2内容设计 

根据需求分析结果,手册以案例导入形式展开。每个案例均

来源于实际护理场景(居家场景和机构场景),真实呈现老年人

的健康状况、护理需求和护理难点。 

以刘本德老人为例,85岁,患有高血压、脑梗死,近日因感冒

引发肺部感染,出现低热、咳嗽、咳痰等症状,卧床为主,生活不

能自理且存在悲观厌世情绪。通过这样的案例引出相应的工作

任务,如为刘爷爷进行呼吸功能锻炼、超声波雾化吸入给药等。

在护理操作部分,详细阐述操作前准备、操作过程和操作后处理

的各个环节。操作前准备涵盖老年人准备、物品准备、照护人

员准备和环境准备；操作过程中对每个步骤进行细致描述,并强

调注意事项；操作后处理包括用物处理、洗手记录等。同时,

总结每个操作的注意事项和效果评价标准,便于护理人员自我

评估和改进。例如在呼吸功能锻炼中,涉及缩唇呼吸训练和腹式

呼吸训练。缩唇呼吸训练时,指导老年人吸气时闭嘴经鼻吸气

(深吸),呼气时口唇缩拢似吹口哨状,持续而缓慢地呼气,同时

收缩腹部(缓呼),吸气与呼气时间比是1：2或1：3,缩唇的程度

以能使距口唇15-20cm处、与口唇等高水平的蜡烛火焰随气流倾

斜又不至于熄灭为宜。腹式呼吸训练要求老年人取立位、平卧

位或半卧位,全身肌肉放松,静息呼吸,两手安放部位为一手放

前胸部,一手放上腹部,以感受呼吸是否正确,吸气时经鼻缓慢

吸入,膈肌最大程度下降,腹肌松弛,腹部凸起,手感到腹部向上

抬起,呼气时经口呼出,腹肌收缩,膈肌松弛,膈肌随腹腔内压增

加而上抬,推动肺部气体排出,手感到腹部下降,吸与呼之比是

1：2或1：3。这些专业操作有助于改善老年人的肺通气功能,

增强呼吸肌力量。 

此外,手册加入参考话术,引导护理人员与老年人进行有效

沟通。例如在为老年人进行护理操作前,如何向老年人解释操作

目的、方法和注意事项,安抚老年人的情绪,取得他们的配合。

内容涵盖老年人基本生活护理、生理心理特点、常见疾病护理、

康复护理、营养支持、心理护理等方面,全面且系统,便于护理

人员理解和应用。 

1.3编写与审核 

组织学校具有多年教学经验的护理教师,其中教授1人(老

年护理与保健国赛指导教师),副教授3人,讲师3人,本赛项国赛

选手1人,共同编写手册内容。编写完成后,邀请相关领域专家进

行审核,他们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理论研究经验,包括

临床老年病医学专家、护理专家、临床一线护士、康复治疗师、

心理学专家、健康评估师等专家进行审核,审核专家从各自专业

角度对手册内容进行严格把关,提出修改意见。根据反馈意见,

编写团队对内容进行反复修改完善,提升手册内容的科学性、准

确性和实用性。 

2 老年护理与保健工作手册的应用 

开发一本实用的《老年护理与保健工作手册》,对于提升教

学质量、规范护理行为、提升护理人员专业素养和改善老年人

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我院是一所高职高专类医学院校,自

2021年开始,招收“老年保健与管理”专业学生41人,2023年参

加全国职业院校高职技能大赛老年护理与保健赛项,荣获国赛

三等奖。2022年招收本专业学生40人,通过两个年级,同专业学

生教学效果进行对比,(未应用手册和应用手册),经过统计学分

析,应用手册教学的班级,教学效果优于未应用手册的班级。学

生的技能操作,沟通能力,应变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礼仪展示能

力都有明显提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学生进行评估,问卷内

容包括学生满意度、学生技能考核成绩、学生沟通能力、学生

应变能力、实习期间老人满意度调查等维度。调查结果显

示,2022级学生对培训的满意度达到98%,而2021级学生满意度

仅为85%；在技能考核成绩方面,2022级学生的平均成绩为95

分,2021级学生平均成绩为85分；2022级学生在沟通能力和应变

能力方面的表现也明显优于2021级学生,能够更好地与老年人

建立良好的沟通关系,应对各种突发情况。在实习期间,2022级

学生护理的老年人满意度达到98%,2021级学生护理的老年人满

意度为90%(数据来源于我院教学评估统计)。这充分体现了本手

册有利于提升学生学习能力,提升学习效果。 

3 临床应用效果评价 

本手册除了用于指导学生进行实训技能练习外,还应用于

我院校企合作的一些康养机构,对护理人员专业知识掌握程度

和老年人服务满意度都有明显提升。 

3.1护理人员知识技能提升 

对参与培训的护理人员进行培训前后的理论考试和技能考

核。理论考试内容涵盖老年护理的各个方面知识,包括老年常见

疾病的病理生理、护理要点,康复护理技术,心理护理方法等。

技能考核则选取国赛中的典型操作项目,如呼吸功能锻炼、翻身

扣背排痰和老人跌倒紧急评估救护三项操作。结果显示,培训前

护理人员理论考试平均成绩为70分,技能考核平均成绩为72分；

培训后理论考试平均成绩提升至85分,技能考核平均成绩达到

98分。这表明护理人员对老年护理知识和技能的掌握程度明显

提高,能够更好地为老年人提供专业护理服务。 

3.2老年人满意度提高 

采用问卷调查法,对使用手册进行护理服务的100名老年人

进行满意度调查。问卷设置了多个维度,包括护理服务质量、护

理人员态度、沟通效果等。结果显示,在手册应用前,老年人对

护理服务的满意度为80%；应用后,满意度显著提升至98%,许多

老年人表示,护理人员按照手册进行护理操作,更加规范、专业,

沟通也更加顺畅,让他们感受到了更好的关怀和照顾。 

4 讨论与建议 

4.1讨论 

老年护理与保健工作手册的开发与应用,有效提高了老年

护理与保健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护理人员的专业水平和老年

人的护理质量。通过系统的培训和临床应用,护理人员在知识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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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沟通能力和应变能力等方面都有了显著提升,能够为老年人

提供更加全面、优质的护理服务,从而提高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和满意度。然而,在应用过程中也发现一些问题。随着老年护理

领域的不断发展,新的护理技术、理念和药物不断涌现,手册中

的一些知识和操作方法应该及时更新,例如,新兴的老年康复辅

具的使用方法、新型抗痴呆药物的护理要点等未及时纳入手册。

不同地区老年人需求存在差异,手册在通用性方面存在一定局

限,对于一些具有地域特色的老年疾病护理和文化差异考虑不

足。此外,手册的数字化应用程度较低,在信息化时代,未能充分

利用电子设备和网络平台进行推广和应用,限制了其传播范围

和使用效率。 

4.2建议 

(1)定期更新内容：建立专门的手册更新机制,定期收集老

年护理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临床实践经验和行业动态。每1-2

年对手册内容进行全面审查和更新,确保其涵盖最新的护理知

识、技术和方法。例如,随着智能护理设备在老年护理中的应用

越来越广泛,及时将相关设备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纳入手册。

(2)加强数字化应用：开发电子版本的老年护理与保健工作手册,

通过手机应用程序、在线学习平台等渠道进行推广。电子版本

可以设置搜索功能、视频演示、互动交流等模块,方便护理人员

随时随地查阅学习,提高学习效率。同时,利用数字化平台收集

护理人员的反馈和建议,及时进行优化和改进。此外,还可以通

过在线课程、虚拟实训等方式,丰富培训形式,提升培训效果。(3)

本地化调整：开展不同地区老年人护理需求的专项调研,了解各

地老年人群的疾病谱、生活习惯、文化背景等差异。根据调研

结果,对手册内容进行本地化调整,增加具有地域特色的护理措

施和文化关怀内容。如在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考虑到当地的

宗教信仰和文化习俗,对手册中的饮食护理、心理护理等部分进

行针对性修改。(4)个性化设计：根据老年人的个体差异,如健

康状况、认知水平、兴趣爱好等,设计个性化的护理方案和训练

计划,并纳入手册内容。例如,对于认知能力较好的老年人,可以

增加一些益智类的康复训练项目；对于爱好音乐的老年人,在心

理护理部分加入音乐疗法的相关内容。 

5 结论 

老年护理与保健工作手册的开发与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

义。通过科学的开发和有效的应用,能够为老年护理人员提供有

力的支持,提高老年护理质量,促进老年人的健康和福祉。在开

发过程中,通过需求分析确保内容的针对性,精心设计内容结构

并严格审核保证质量。在应用方面,无论是培训学生还是指导临

床护理,都取得了显著效果,提升了护理人员的知识技能,提高

了老年人的满意度。 

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探索手册与新兴技术的融合,

如利用大语言模型解析并生成对话、提出问题等多项任务,促进

教学和学习方式变革[8],不断拓展手册的应用范围和功能,为老

年护理领域的创新发展提供更多支持。同时,加强对手册应用效

果的长期跟踪研究,持续评估其对老年人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

的影响,为手册的持续优化提供更有力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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