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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人口老龄化趋势的不断加剧，对专业养老护理人才的能力要求更高，护理人员需要具有较高的

专业素养才能满足当代医疗健康发展的服务需求。“医养结合”是以医疗为保障，以康复为支撑，边医

边养、综合治疗的养老新模式。在“医养融合”模式下，我国老年护理面临诸多挑战和问题，亟需识别

和解决。养老机构必须明确对护理人员的核心能力要求，确保其具备满足老年人多样化需求的专业素质。

分析国内外老年护理教育的发展现状，可以发现我国在教育体系和培养模式上存在的不足。针对这些问

题，提出建立养老护理分层教育培养模式，以提高行业结构的合理性。重点培养养老护理人员的核心能

力，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同时，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推动养老护理行业的协调有序发展。

这些措施将有助于提升我国老年护理的整体水平，为老年人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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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trend of aging population in society, there is a higher demand for professional 
elderly care talents. Nursing staff need to have high professional qualities to meet the service needs 
of contemporary medical and health development. The combination of medical care and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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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e is a new model of elderly care that relies on medical care as a guarantee, rehabilitation as a 
support, and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at the same time. Under the “integration of medical care and 
elderly care” model, elderly care in China faces many challenges and problems that urgently need 
to be identified and solved. Elderly care institutions must clearly define the core competency re-
quirements for nursing staff, ensuring that they possess professional qualities that meet the diverse 
needs of the elderly. Analyzing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of elderly care educ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re are deficiencies in China’s education system and training 
mode.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it is proposed that a hierarchic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model for 
elderly care be established to improve the rationality of the industry structure. Focus on cultivating 
the core competencies of elderly care personnel to meet the needs of social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a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evaluation system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promote the co-
ordinated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of the elderly care industry. These measures will help improve 
the overall level of elderly care in China and provide better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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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正面临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随着老年人口比例的不断上升，老年人中的空巢者和患慢性病

者比例也逐渐增加。空巢老年人由于缺乏家庭成员的照顾，生活质量容易下降，心理健康问题也日益凸

显。而慢性病患者则需要长期的医疗和护理支持，这对现有的养老护理资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老

年人口的增加，护理需求急剧上升，而现有的护理员数量远不能满足需求。这导致许多老年人无法得到

及时、有效的护理服务。此外，从业人员的资历普遍较低，专业知识欠缺，这进一步影响了护理服务的

质量。许多护理员缺乏系统的专业教育和培训，只能提供基本的生活照料，而无法满足老年人更为复杂

的医疗和护理需求。面对这些挑战，医养融合模式作为一种新型的养老护理模式，逐渐受到关注和推广，

医养融合模式通过将医疗和养老相结合，既能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又能满足老年人的生活照料需求，

从而实现更全面、更综合的养老护理服务，这种模式不仅能够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还能有效缓解护

理资源不足的问题。 

2. 国内“医养结合”的发展及现状 

2.1. 发展 

在我国，传统的居家养老模式深受家庭伦理和孝道文化的影响，这一模式体现了家庭成员对老年人

的尊重与关爱，但其背后却隐藏着家庭经济成本和负担加重的问题[1]。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许多家庭

难以承受不断攀升的养老费用和日常护理压力，这对其他养老模式的发展也形成了阻碍。为了应对这一

挑战，从而提出了“医养结合”的新型养老模式。该模式旨在将医疗和养老服务相结合，通过充分利用

社会资源，为老年人提供全方位的照护，这不仅包括日常生活的支持，还涵盖了医疗保健、康复治疗等

方面，从而实现养老与医疗的无缝衔接，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2]。然而，尽管“医养结合”模式在理

论上具有明显的优势，但在我国的实际推行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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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现状 

根据结合我国国情与国外“医养结合”的相关举措，将国内“医养结合”养老新模式主要分为以下

四种。 
(1) 在我国，传统的居家养老模式深受家庭伦理和孝道文化的影响，是最常见的一种养老方式[3]。尽

管这一模式体现了家庭成员对老年人的尊重与关爱，但其背后却隐藏着家庭经济成本和负担加重的问题。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许多家庭难以承受不断攀升的养老费用和日常护理压力，这对其他养老模式的发

展也形成了阻碍[4]。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参照国外成功的医疗改革经验，我国提出了“医养结合”的新

型养老模式。该模式旨在将医疗和养老服务相结合，通过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为老年人提供全方位的照

护。这不仅包括日常生活的支持，还涵盖了医疗保健、康复治疗等方面，从而实现养老与医疗的无缝衔

接，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5]。 
(2) 医疗机构通过设立老年康复中心，为长期卧床、生活无法自理的老人提供全面的生活照料、康复

护理和精神慰藉服务，从而实现了医、养、康一体化，这种模式不仅提高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还能提

供专业的医疗和康复支持。然而，老年康复中心容易出现床位不足的问题，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老年人

口需求。此外，养老护理人才的匮乏也限制了服务质量的提升，虽然这种模式综合性更强，对老年人更

为有利，但仍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护理人员的培训，以应对这些挑战。 
(3) 社区和居家养老结合的医养模式可以弥补家庭照顾的缺失，提供更全面的老年人照护服务。选择

居家养老的老人大多身体状况较好，但随着年龄增长，身体功能会逐渐下降，需要更专业的医疗和生活

照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此模式中起着重要作用，可以为居家养老的老人提供上门服务，包括日常生

活照顾、室内清洁、外出护送、寻医买药等。 
(4) 在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合作方面，签订合作协议是建立互利共赢关系的有效方式。特别是对经济

实力较弱的民办小型养老院而言，这种合作模式尤为重要。例如，郑州颐和医院与养老机构的合作可以

通过提供绿色就医通道和医院救护车服务，确保老人在急病时能够获得及时的救援。这种模式不仅弥补

了养老机构在医疗资源上的不足，也增强了养老机构的服务能力。 

3. 培养“医养结合”型人才的重要性 

3.1. 有助于提升学生的专业能力 

养老问题是民生的重要议题，涉及社会的稳定和每个人的未来生活质量。高等医学院校在培养养老

护理人才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养老行业不仅实践性强，而且对专业能力的要求极高，因此高校需要设

计针对性的课程和实践教学来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医养结合作为一种新型养老模式，综合了康复、心

理支持和医药护理等领域的知识，旨在提供全面的养老服务。通过系统的课程设置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医学院校能够培养出更具专业能力的养老护理人才，从而提高养老服务的整体质量，满足民生的需求。 

3.2. 有助于为养老机构输送应用型人才 

在“医养结合”的养老模式背景下，养老机构如敬老院、福利院和老年公寓对应用型护理人才的需

求大幅增加。这些机构通过提供集中居住和照料服务，显著提高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护理人才需求量

的增加使得医学高校开始重视培养养老专业学生。这不仅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就业前景，同时也为养老

行业注入了新鲜血液，推动了行业的蓬勃发展。通过这种模式，养老与医疗技术得以有效融合，社会资

源的利用最大化，使得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更加有保障。在这一过程中，医学高校培养的应用型人才成为

了连接养老机构和医疗技术的桥梁，为实现“医养结合”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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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老年护理教育发展 

4.1. 国内老年护理教育发展 

我国的老年护理专业发展起步较晚，目前仅有少数院校开设了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学生人数远不

足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老年护理需求。在专业设置和课程安排上，大部分院校只提供为期一学年的《老年

护理学》课程。学生通过这一年的学习，仅能获得基础的老年护理相关知识，无法全面掌握所需的核心

技能和知识。这种局限性直接影响了学生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和应对复杂护理情境的能力。 
在师资水平方面，由于高等教育阶段缺乏专门的老年护理专业，导致具备高水平专业知识的教师极

为短缺。许多教师只能依靠自学或短期培训来提升自身专业水平，无法系统性地为学生传授深度知识。

此外，社会对老年护理的认知也存在误区。许多人认为老年护理主要是生活照料，无需太多专业知识和

技能，这种观念进一步影响了学生对该专业的重视程度。 
尽管近几年部分院校在护理专业中开设了老年护理的专项方向，但学生普遍缺乏对老年护理的正确

认知和兴趣。他们不了解深入学习老年护理的意义，导致很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无法坚持并深入钻研这

个方向。所有这些主观和客观因素共同制约了我国老年护理教育的发展，阻碍了高水平老年护理人才的

培养和输出。 

4.2. 国外老年护理教育发展  

在 20 世纪中末期，国外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和日本已经开设了老年护理学专业，并提供学士、硕

士和博士层次的教育。尤其在美国，老年护理专业的发展尤为显著。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就形成

了较为成熟的老年护理学科，并在 70 年代进一步发展了老年护理实践的高等教育和训练。此举培养了大

量高级执业护士，包括老年病专业护士和老年病学临床护理专家。这些护士不仅具备研究生学历，还拥

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通过这些高素质护理人员的努力，养老护理专业在发达国家得以正向发展，

提升了整体护理水平，确保老年人群享受到更专业、更全面的护理服务。 

5. “医养融合”模式下我国养老护理教育的建议  

5.1. 建立养老护理分层教育培养模式  

到 2020 年，中国要建立一个以职业教育为主体、应用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层次相互衔接、学历教育与

职业培训并重的养老服务人才培养培训体系。这个体系将涵盖从中职生到研究生的不同教育阶段，开展

分层教育，以满足养老服务业的发展需求，组建一支质量良好、结构合理、数量充足的养老服务人才队

伍。多部门意见认为，高质量的养老护理人才是确保养老服务业健康发展的关键。通过职业教育与应用

本科、研究生教育的相互衔接，能够有效提升养老服务人员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水平。此外，学历教育与

职业培训并重的模式，也有助于打造一支既具理论知识又有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养老服务人才队伍，从而

更好地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服务需求。  

5.2. 突出养老护理人员核心能力培养 

养老机构中的养老护理员需要具备多种核心能力，以提供优质的护理服务。这些核心能力包括疾病

护理、健康教育、有效沟通、独立判断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职业心理素质、病情观察能力、心理支持和情

绪管理能力、团队合作能力以及应变能力。为了提高养老护理人员的专业素养，教育培养方案应围绕这

些核心能力进行设置，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需注重实践和理论的结合，通过系统的培训和实操，提升护

理员的综合素质和实战能力，确保他们能够胜任复杂多变的护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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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建立科学合理的质量评价体系 

随着社会老龄化问题的日益严峻，养老服务质量成为了亟需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养老服务质量不

仅关乎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也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养老服

务质量评价体系显得尤为重要。然而，目前我国在这一领域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首先，我国缺乏统一

的养老服务质量评价标准，现有的评价体系多为地方性或单一机构的标准，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这种

情况导致了在不同地区和养老机构之间的服务质量存在较大差异，难以进行有效的横向比较和评估。因

此，各高等院校应联合各级养老机构，开展专门的研究项目，为建立和完善养老服务质量评价体系提供

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持。通过研究，可以构建更为全面的评价指标体系，结合定量与定性分析的方法，形

成能够适用于全国范围的统一标准。其次，养老护理员的专业知识、操作技能和道德素质是提升养老服

务质量的关键因素。然而，目前养老护理员普遍年龄偏大、文化素质偏低，护理水平和技能的提升面临

不小的挑战。这一问题不仅影响了服务质量的提高，也阻碍了养老服务行业的整体发展。针对这一现状，

教育培训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虽然养老护理员有显著的教育培训需求，但由于他们普遍的年龄和文化水

平限制，培训的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因此，建议业务主管部门应出台相关政策，通过政策引导和福利

激励措施，宣传养老护理职业的社会价值，吸引更多具有高层次、高水平的专业人才加入这一行业。此

外，养老机构自身也应高度重视护理员的培训工作。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培训方案，将培训分层次、分

阶段进行，能够有效提升护理员的专业技能和道德素质。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养老服务的整体水平，也能

够缓解社会老龄化带来的压力，为老年人提供更为优质的生活照护服务。 

6. 结语 

综上所述，新能源汽车作为现代交通工具的重要发展方向，制动能量回收技术在提高车辆能量利用

效率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通过优化制动能量回收控制技术，可以显著提高能量回收率，达到 20%以上。

这种技术不仅能够增加电动车辆的续航里程，预计可以提升至少 15%，还有效减少了能源消耗和尾气排

放，从而在环保和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为了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建立系统的技术研究体系，集中

力量攻克制动系统设计和控制算法中的关键技术问题。这包括对制动能量回收机制的深入研究，开发更

加高效的控制算法，以及优化电力存储技术，以提升整体系统性能。同时，产业健康发展也至关重要，

需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各环节的协调发展，以保障技术创新的落地和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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