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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养结合养老模式下老年护理人才培养方案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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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分析医养结合养老模式下老年护理人才培养方案的效果。方法：选取于 2021 年 1月至

2022年 12月接受老年护理人才培养的人员共 102例，作为本次研究对象。采用电脑盲选的方式，将其随机分为

对照组以及观察组。对照组采用常规培训，观察组采用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培训。对比两组的核心能力以及护理能

力。结果：观察组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对接受老年护理人才培养的人员采用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培训，

能够有效提升其核心能力以及护理能力，值得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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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Training Plan for Elderly Nursing Talents under the Model of Integrating Medical Care and
Elderly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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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elderly nursing talent training program
under the model of integrating medical care and elderly care.MethodA total of 102 individuals who received training in
elderly nursing talents from January 2021 to December 2022 were selected as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using a computer blind selection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training,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training in a combination of medical care and
elderly care model. Compare the core competencies and nursing abilities of the two groups. Result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uperior to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Adopting a combination of medical care and elderly care
training model for personnel receiving training in elderly care talents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their core and nursing
abilities, and is worth promoting and appl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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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

深，现阶段人群对于老年护理的需求呈现出上升的趋

势。在落实对于老年群体护理过程中的过程中，不仅

需要落实相应的医疗救助责任，同时需要兼顾患者的

养老护理[1-2]。但通过总结以往研究发现，现阶段对于

将医疗救助与养老护理相结合的老年护理模式相对较

少，且部分地区对于老年群体的护理工作存在着专业

性欠缺以及总体技能水平欠佳的情况，难以充分的满

足现阶段老年群体的实际护理需求，认为需要进一步

强化对于老年群体护理工作的研究，进而保障干预质

量。医养结合模式则能够将医疗借助与养老护理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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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融合，以此为基础对老人群体护理人员开展高

质量的培养，能够有效的提升老年群体相关护理人员

的综合能力以及技术水平[3-4]。本文将探究分析医养结

合养老模式下老年护理人才培养方案的效果，详情如

下所示。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于 2021年 1月至 2022年 12月接受老年护理

人才培养的人员共 102例，作为本次研究对象。采用

电脑盲选的方式，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以及观察组。

对照组相关人员共 51例，男 29例，女 22例，年龄为：

21-28岁，平均年龄（23.46±3.11）岁，观察组相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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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共 51例，男 31例，女 20例，年龄为：21-28 岁，

平均年龄（23.53±3.06）岁，两组一般资料对比无明显

差异，P＞0.05。
1.2方法

1.2.1对照组方法

集中对相关人员开展系统性的培训，采用机体授

课的模式进行，其中包括理论知识学习以及实际操作

技能学习，要求每位人员能够独立完成 1次讲座以及

个案查房，完成后在此进行理论知识的学习，并引导

其至实际环境中进行临床实践，保障理论知识与实际

操作技能的提升。

1.2.2观察组方法

①构建医养结合的人才队伍，组建具备创新医师、

高素质以及结构合理的教学队伍，建立双向流动的制

度，开展理论以及实际操作技能的教育。在实际落实

过程中通过组建专业的培训小组，培训小组由内科、

外科、急诊科、压疮预防培训人员、造口护理培训人

员、健康教育培训人员等相关专业人员组成，选取具

备丰富经验的人员作为小组组长，明确学习人员的实

际情况，结合其实际状态制定出具有针对性的培训方

案，明确培训的重点内容，在实际落实的过程中严格

按照方案中的内容进行实施。

②医疗救助内容方面：A.培训内容包括护理人员

的工作职责以及流程、与老年患者的沟通交流技巧、

老年患者的饮食干预（饮食的种类、鼻饲的方式、喂

饭过程中的要点、饮食的搭配以及每日营养的分配等），

日常生活的护理干预（便器的使用方式以及消毒要求、

对于大小便失禁患者的护理、体位管理、冰袋与热水

袋的使用、胃管以及造口的护理等等）。在实际培训

的过程中充分的利用小视频以及 PPT的优势，对相关

人员进行相关理论知识的讲解以及培训，在完成后采

用情景模拟以及以问题为导向的模式引导学员开展现

场的互动以及实际情景的还原，保障其能够将理论知

识与实际操作技能进行有效的结合。每次理论知识要

点培训完成后，开展培训效果的评定，明确学习效果

相对较差的学员，掌握其薄弱环节，进一步对其进行

具有针对性的指导。

③在养老护理方面：A.采用小组学习模式的方式

进行，以每 10-11人为单位进行小组的划分，引导其学

习对于老年群体的心理护理；康复训练、临终关怀以

及健康教育。充分的结合心理学、护理学、老年护理

学、养老学等学科的理念，实现不同学科的有效融合，

构建出独立完整的学科。由各小组的专业老师开展交

叉指导，提升其综合素质以及能力。

B.落实居家养老结合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在实际

培养的过程中，需要以医养结合理念为基础，普及家

庭医生服务、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保障后续的准

确预约、转诊服务以及保健指导，使得老年群体在家

庭环境中同样能够享受基础的公共卫生、医疗以及个

性化的健康管理。在实际落实的过程中，开设医养一

体化信息系统，并对其进行全面的培训，其包括了电

脑 PC端，家属/护士/护工/医生移动小程序端口。通过

该小程序实现预约入住，预约后，结合其实际信息安

排合适床位。入住以后，进行综合入住评估，建立健

康档案，通过评估老年人照护需求、营养，失智，综

合风险评估等专科评估表，根据评估结果，自动生成

照护需求等级，根据评估情况制定电子化照护计划开

展护嘱的制定，发送到护工手机端，护工在手机上点

击执行执行，实现无纸化记录，护士在 PC端就可以看

到执行情况，护士根据执行情况对护工进行监督、检

查、提醒、指导。

C.构建互联网、实体性服务机构以及可穿戴设备

的服务，开设互联网健康管理，家属可以在小程序上

进行网约护理，发出需求到我们的护士端，通过审核

派单，上门进行居家健康管理服务，实现互联网+护理。

以及家庭医生签约，运动处方，用药提醒，咨询服务，

健康宣教以及通过穿戴设备进行健康监测。对老年群

体开展生活以及身体状态的监测，为其配备穿戴式设

备，针对健康、出行以及日常生活状态等情况向实体

性服务机构的传递。以实体性服务机构为中心，结合

老年群体的实际需求，按照监测到的数据做出服务方

案，及时提供给居家老人消防安保、休闲娱乐、饮食

起居、医 疗医护等相关服务。

1.3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的核心能力以及护理能力。其中核心能

力采用专科护士核心能力考核量表进行评定，包括：

交流沟通、伦理决策、组织协调以及评判性思维的评

分，分数越高表示其核心能力越强。护理能力采用评

分的方式进行评定，包括：系统评估、医护配合、病

例分析，分数越高表示护理能力越强。数据均由研究

期间收集整理得出。

1.4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 SPSS22.0软件中分析，计量资料比较

采用 t检验，并以（χ±s）表示，P<0.05）为差异显著，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对照组以及观察组核心能力

对比两组核心能力，观察组优于对照组，P＜0.05，
如下所示：

2.2对照组以及观察组护理能力

对比两组护理能力，观察组优于对照组，P＜0.05，
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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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对照组以及观察组核心能力（χ±s）

组别 例数 交流沟通 伦理决策 组织协调 评判性思维的评分

对照组 51 （4.10±0.87）分 （3.91±0.95）分 （3.94±1.13）分 （3.69±1.08）分

观察组 51 （3.02±1.43）分 （3.13±0.89）分 （2.70±1.19）分 （2.85±1.29）

t - 4.836 7.129 4.321 3.236

P - 0.001 0.001 0.001 0.016

表 2 对照组以及观察组护理能力（χ±s）

组别 例数 系统评估 医护配合 病例分析

对照组 51 （18.99±2.41）分 （19.22±1.87）分 （20.89±3.10）分

观察组 51 （13.36±2.04）分 （14.21±2.00）分 （14.66±2.81）分

t - 4.286 5.438 7.003

P - 0.001 0.001 0.001

3 讨论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现阶段对于老

年专科护理人员的要求同样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

要求其具备优良的专业实践技能、分析问题的能力、

协调组织的能力、以及评判性思维的能力，进而采用

保障对于老年群体护理质量的不断提升。但现阶段认

为在开展老年护理人才培训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多个

方面的不足[5-6]。因而明确更为高质量的培训模式，帮

助相关人员提升自身综合素质以及专业能力，将医疗

救助与养老护理向结合具有深远的意义[7-8]。

在本次研究中，观察组采用了医养结合养老模式

培训的模式进行干预，通过构建医养结合的人才队伍

使得整个培训的师资团队质量得到了有效的提升，通

过落实医疗救助内容以及养老护理的培训，保证了核

心能力以及护理能力的提升。同时通过结合医养一体

化的信息体统，不仅能够实现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之

间的信息互通，能够将患者和老人的电子健康档案进

行共享，从而实现医养服务的无缝对接，优化医养结

合服务流程，提升服务质量。同时能够实现预约挂号、

在线问诊、医嘱管理、用药指导等服务，提高医疗机

构和养老机构的服务效率，同时，对于老年人和患者

来说，也能够更加方便地获取医疗服务，降低传统就

医所带来的各种不便。认为，医养一体化信息系统的

应用能够促进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之间的合作，整合

医疗资源和养老资源，提升医养结合服务的质量和效

率，为老年人和患者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

综上所述，对接受老年护理人才培养的人员采用

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培训，能够有效提升其核心能力以

及护理能力，值得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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