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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康养结合背景下养老机构康复服务发展初探
路飞扬

（钟山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本文结合养老机构康复服务的现状和康复服务需求，

从养老机构康复服务的发展方向（包括康复服务的内容、人才的

培养、服务规范的建立）以及养老机构康复服务面临的困境等方

面探讨了在“医康养”结合的养老模式下养老机构康复服务的发

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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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养老服务体系主要包括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

养老，主要有“医养结合”“康养结合”“医康结合”三种模式。

“医康养”一体化的养老模式，可有效规避前述三种模式的结构

性问题，即“医”“康”“养”在既有的主流模式中无法同时具备，

将现代医疗、康复服务技术与养老保障模式有效结合，实现“有

病治病、无病疗养”。随着社会的发展，康复服务成为“医康养”

中重要的一环，康复在养老机构中的地位逐渐提高，老人对于康

复的认识和需求也在增加，本文将从养老机构康复服务现状、需求、

发展方向以及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策略等几方面探讨养老机构如何

实现在“医康养”结合背景下发展康复服务。

一、养老机构康复服务与需求现状

目前，大部分养老机构开设康复服务项目，但无论是康复设施

还是专业的康复人员，都相对缺乏，在能提供康复服务的养老机构

中，提供的康复服务内容过于单一，大部分以理疗和中医保健康复

为主，不能为老年人提供更专业的综合康复服务，对于康复团队建

设不重视，康复服务提供者大部分为护士或是大专学历康复治疗技

术专业学生，这就直接影响了康复服务的效果。据统计，入住养老

机构的老年人中 80% 以上患有慢性疾病，而大多老年人都希望能

有专业的康复人员提供有效的康复服务。关于针对养老机构康复人

员康复服务内容培训也相对较少，即使有培训也主要是养老服务相

关内容，缺少专门的有关老年人康复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

二、“医康养”结合背景下养老机构康复服务发展建议

为了适应“医康养”结合背景下康复服务的发展，养老机构

提供的康复服务不能只是可有可无、不痛不痒的无效康复，应该

从提供的康复服务内容、提供康复服务的实施者以及康复服务规

范化等多方面进行发展和改革探索，下面就这几方面展开论述：

（一）康复服务内容的发展

1. 从被动康复到主动康复的发展

随着人们对于康复的价值和内涵认识的不断深入，事后补救

作为传统康复的业务继续发展，而通过康复服务达到提升老年人

生活品质的需求逐渐产生，特别是随着“医康养”结合的养老新

模式的出现，主动参与康复成为了老年人提高生存和生活质量的

重要措施。积极主动的康复意愿是提高康复效果最重要的影响因

素之一。

养老机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促进老年人的主动康复：

（1）增加适合老年人使用的各种康复锻炼器具，提供主动康

复的环境。如上肢康复训练器具（图 1）：肩抬举训练器、肩梯、

上肢推举训练器、复式墙拉力器、手指肌力训练桌、前臂旋转训

练器、腕关节屈伸、旋转训练器、系列哑铃等；下肢康复训练器

具（图 2）：髋关节旋转训练器、股四头肌训练板、股四头肌训练椅、

踝关节屈伸训练器、踝关节背训练器等。

图 1　上肢康复训练器具

图 2　下肢康复训练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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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定期开展健康教育讲座，激发老年人主动康复的意愿，

提高老年人对主动康复的正确认知。

（3）精心制定康复方案，设计康复活动方案，将康复训练的

内容融入日常开展的老年人活动中，利用作业活动提高老年人的

参与康复活动的积极性。如利用手工类作业活动带动老年人主动

进行手工能的训练、利用绘画书法类作业活动带动老年人上肢功

能的训练、利用体育类游戏活动带动老年人进行有氧或下肢功能

的训练、利用艺术类活动带动老年人言语功能训练等。

2. 从偏重日常康复到老年人常见疾病的康复发展

图 3　辅助器具

老年人有一些常见的患病情况，如高血压、退行性骨关节病、

脑血管病、骨质疏松症等是困扰老年人健康的主要常见问题，因

此对于运动功能训练、日常活动能力训练和健康教育等需求比较

多。养老机构开展康复服务，需要从老年人日常所需特别是与日

常生活功能相关的项目向更细化的康复服务项目发展，如康复辅

助器具提供、心理评价、言语吞咽康复训练、运动康复训练以及

常见老年疾病的康复。

以康复辅助器具的选择和提供为例：常用的辅助器具有穿衣

辅助器具、进食辅助器具、如厕辅助器具、洗浴辅助器具、个人

卫生辅助器具、转移辅助器具等，养老机构需根据入住老年人的

功能情况进行功能评定，给出辅助器具的选择和使用处方，使老

年人在辅助器具的帮助下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自理活动，以提高

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自信心。

3. 从传统的枯燥康复模式到利用智能化设备的游戏发展（图 4）

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进步，医疗公司也推出了众多智能化康

复设备，这些设备不仅能满足老年人的功能康复需求，还可以将

往常枯燥单调的训练方式变为参与性强、趣味性强的游戏模式，

从而提高老年人主动康复的意愿，直接影响老年人的康复效果。

养老机构需要关注最新的康复发展动向，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引

进当前流行的智能化康复设备，吸引老年人进行主动康复训练。

养老机构也可与医疗公司共同研发适合老年人使用的各种康复设

别，做到真正地为老年人康复服务。

图 4　智能化康复设备

（二）康复服务人才的发展

康复治疗师作为康复服务最主要的主体提供者，其专业水平

对于康复服务质量的影响是关键。目前养老机构在职的康复治疗

师大部分为专科毕业，对于老年人日常的康复是没有问题的，然

而养老机构的康复治疗师需要掌握老年疾病相关专业的知识，尤

其针对脑血管康复训练、骨关节康复训练、糖尿病康复、智力及

视听和日常生活能力康复训练，其他疾病方面的康复要求少于这

几方面。养老机构需要对康复治疗师进行定期培训，开展老年常

见疾病知识学习和康复技能培训，确保治疗师提供的康复服务针

对性强，有效性高。机构也可以与院校合作，利用产教融合的形

式培养与自己机构适用的康复服务人才。

（三）制定养老机构康复服务规范

2012 年卫生部办公厅印发了《常用康复治疗技术操作规

范》，而至此也一直未更新过，此规范是面向所有康复治疗技

术操作制定，养老机构康复治疗师进行康复治疗时必须严格按

照此规范进行。然而，考虑到老年人群的特殊性，养老机构内

部还是应该制定自己的一套老年康复服务规范，可基于老年人

能力评估将老年人分等级制定不同人群的康复服务内容和操作

规范，也可根据老年人不同病种或功能障碍分类制定相应的服

务流程和规范，明确各不同老年人群服务的标准、操作规范以

及注意事项等。老年康复人才的培养也需要根据老年康复服务

规范来进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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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养老机构康复服务发展中的困境与对策

尽管康复服务得到大健康产业政策的鼓励，但养老机构开展

康复服务仍然收到很多因素和条件的制约。

（一）开展康复服务的场地条件要求高

养老机构开展康复服务对于场地的要求非常高，根据《康复医

院建设标准》《综合医院康复科建设标准》和《康复中心建设标准

的要求》，在不设置康复床位病房的前提下，至少要保证 500 平方

米以上的面积（大约能开展 1 ～ 3 项康复服务），有一定的品质需

求或拟开设康复项目较多的，大约需要 1000 ～ 1500 平方米的面积。

如需开设病房，按最低标准 20 张床计算，约需要 1000 平方米的建

筑面积。对于大部分养老机构特别是民办性质的机构来说，必须保

证有一定的入住率才能实现康复服务的盈利，否则风险太大。

对于没有场地条件进行优质康复服务的机构来说，可以通过

加入医疗联合体以及依托社区医院和康复专科医院，进行康复服

务内容的提升，甚至可以联合专科康复医院进行老人的上门服务，

结合政府的相关康复服务扶持政策，将机构的老年康复服务开展

并发展起来。

（二）康复人才缺乏，人力成本高

就康复大环境而言，我国康复治疗师占基本人群的比例约 0.4：

10 万，而发达国家该数据则达到 5:10 万，国内外相差 12.5 倍。我

国各级医院对康复治疗师的需求是现有康复人才的 10 倍以上，存

在巨大的人才缺口。在巨大的人才缺口面前，绝大部分康复人才

更多的是选择去大城市公立医院康复科工作，其次是到民办的专

业康复机构，选择到养老机构工作的很少，即使有大部分也是专

科学历，本科及以上学习几乎没有，因此养老机构的康复服务从

业人员整体学历不高，专业技术能力欠缺。

有资料显示，在养老机构开展康复服务的投入中，除了前期

的场地和设备等一次性投入外，最大的成本就属人力成本了。按

照 50 张床位的设置，每年的人力成本约在 293 万～ 573 万元，考

虑到加上药事、检验等其他辅助人员和具有高级职称的外部专家

的费用，综合估计每年的人力成本约在 350 万～ 700 万元。这对

于一个养老机构来说是个不小的数目。

如何解决康复人才问题，这是个难题，在实践中，由于老年人

的康复是属于慢病康复，很大一部分是比较简单的被动活动，养老

机构可以将护理员培养成为能够协助康复治疗师进行辅助操作的助

手，达到降低人力成本的目的。在人才培养上，一方面对于已经在

职的员工来说，可以多为康复治疗师提供培训的机会，有目的地培

养人才，实现师带徒，并且适当提高工资待遇，做好五险一金等福

利工作，防止康复人才的流失；另一方面，养老机构要充分利用康

复人才培养院校的资源，从院校的康复人才着手，通过产教融合、

订单班、冠名班等多种形式培养自己机构需要的康复人才。

（三）政府政策对养老机构康复服务开展的影响

一方面，虽然政府政策上总体是积极鼓励康复服务的开展，并

逐步和医保对接，但各地落实程度不一，部分地区对康复医院或康

复机构实行医保总额封顶，以达到控制医保费用支出的目的，导致

康复服务在医保体系内处于边缘地位。尤其是老年慢性病的康复服

务仍然一定程度上需要依赖自费。对于养老机构而言，开展康复服

务从医保的盈利少，大部分慢病康复又无法走医保而导致需要康复

的老年人入住率低，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医保控费总体严格的

大趋势下，有可能会将一部分长期住院的病源挤出，这样一来，康

复机构和医康养结合的养老机构将获得共同发展机会。

另一方面，政府鼓励社会资本进入，通过开办康复医院弥补

医疗服务的空白，同时政府也在鼓励大城市的一、二级医院转型

为康复医院，甚至政府投资兴建三级康复医院，公立医院在市场

上非常容易获得竞争优势。这对养老机构开展康复服务也是一个

巨大的挑战。养老机构在康复服务想在市场上占有有一席之地，

更多还是得从服务对象入手，区别于其他综合性的康复医院，针

对老年人群的疾病以及功能障碍的特点，为老年人提供特色化的

老年康复服务，同时机构“医康养”结合也是抢占老年康复服务

一席之地的关键因素。

四、结语

虽然养老机构的康复服务发展道路艰难且长久，发展中也面

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以及挑战，但从大健康产业发展的长期规律

看，康复服务仍然有着广阔的前景，特别是康复服务作为养老机

构由单一照护服务向综合健康服务升级的重要一环，康复服务的

开展是“医康养”结合大背景下发展的大趋势，养老机构只有积

极做好康复硬件设施保障、专业的老年康复人才培养以及关注政

府康复发展政策，抓住发展机遇，才能在“医康养”结合的养老

模式发展中将康复服务保质保量地顺利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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