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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医养结合的西安市智慧社区卫生医疗适老化服务评价研究

刁力卓

西安工商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陕西西安　710025

摘　要： “智慧社区 + 医养结合”是政府实现我国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老年人的医养需求变化，通

过分析西安市现有智慧社区卫生医疗服务中心适老化服务模式，探讨医养结合的动态关系，通过智慧 + 就医环境、医养服

务提供保障及医养结合服务支持三个方面提取适老化卫生医疗服务指标要素，充分结合层次分析法与模糊综合评价法，构

建智慧社区卫生医疗适老化服务评价体系，选取西安市具有代表性的 8 家智慧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实证评价，针对评价

结果深入剖析各级指标分值，为我国智慧社区医疗服务适老化提供参考依据和研究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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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快速融合下，互联网医疗促进我国医疗卫生

资源广泛覆盖基层组织，以数字化技术赋能基层医疗平台建

设推动基层社区卫生医疗服务优化的效应正逐步显现。智慧

社区医疗卫生服务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如大数据、云计算、

物联网、人工智能等，这些技术可以帮助实现推动优质医疗

资源下沉到基层单位，加快构建医疗资源均衡分配、线上线

下协调联动、服务效率高效运转的基层社区卫生医疗服务新

格局。同时提高医疗服务便利性，同时也能够增强居民的健

康意识和自我健康管理能力。

1. 数字技术赋能西安市智慧社区卫生服务模式

“十四五”时期，西安市人口老龄化进入快速发展期

的五年，预计到 2025 年，西安市常住人口将达到 1500 万人，

其中 60 岁及以上人口将达到 300 万人，占总人口数的 20%

以上，将从轻度老龄化阶段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在养老服

务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同时，智慧社区卫生医疗服务水平成

为医养结合落实的关键承接点，因此如何基于需求导向，基

于智慧社区服务构建适老化卫生医疗服务评价体系，进而通

过优化智慧社区医疗卫生服务方式达到完善养老服务目标，

值得进行探讨研究。

数字技术能够广泛、高效聚集优质医生资源、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老年患者及医药健康全行业资源，依托数字平

台形成医疗、医保和医药的“三医”联动机制，西安市现有

智慧社区医疗卫生服务模式如表 1.1 所示：

表 1.1 智慧社区卫生服务模式

服务模式 服务内容

平台问诊 + 科普 智能导诊、远程问诊、用药指导、健康科普，让基层
患者实现“一部手机管健康”；

智慧终端监测

智能生活辅助用具、可穿戴设备、主动防护性设备实
时监测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实施心率、血压、血糖、
GPS 定位等全天候监测，通过智能终端，老人可以使
用一键拨号、一键 SOS 求助、生理指标监测、语音提

醒、语音播报等功能；

全科家庭医生 预防保健，常见病多发病的基本诊断与转诊，病人的
康复，慢性病的管理，健康管理；

健康档案数据共享 通过数字技术实现老年人健康档案的授权调阅服务，
构建动态健康档案

一是平台问诊 + 科普。依托数字技术推进智能导诊、

远程问诊、用药指导、健康科普等全方位的医疗服务，让基

层患者实现“一部手机管健康”，帮助改变基层群众看病难、

看病贵的现状。通过讲座和在线课程，为老年人提供养生保

健知识与技能，二是智能终端检测。通过智能设备检测老年

人的各项健康指标，进而对老年人提供个性化的慢病管理服

务等。基层社区卫生医疗卫生服务对象以老年人为主，更多

患有一种或者多种慢性病，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为

不同人群精准画像，助力基层医疗机构满足老年患者个性化

健康管理需求，提供差异化健康管理服务和慢性疾病全过程

检测。三是全科家庭医生。通过常见病多发病的基本诊断与

转诊，病人的康复，慢性病的管理，实现预防保健、健康管理。

四是健康档案数据共享。通过数字技术实现个人健康档案的

授权调阅服务，构建老年人动态健康档案，接诊医生可以随

时调阅患者的健康档案等信息，了解患者近期的慢病病情、



科研管理
2024 年 6卷 2期

    36

用药情况等，再结合本次的就诊情况给出精确的临床诊断及

合理用药，以此提高智慧社区卫生医疗服务运行效能。

西安市智慧社区卫生医疗服务适老化指标体系

根据考量评价指标来源的量化难度以及调研的难易程

度；并借鉴已有社区卫生医疗服务评价，设置智慧社区卫生

医疗服务适老化指标体系，最终确定了 3 个准则层、8 个要

素层以及 21 个指标层（表 1.2）。

表 1. 2  评价指标优选

准则层 要素层 指标层

智慧 + 就医环境

选址布局
服务半径

交通便利程度
设施适配性

资源配置
建设规模
床位数量

科室设置合理性

智慧设备支持
智能终端设备检测

紧急救助模块
GPS 定位

医养服务提供与保
障

服务内容
健康动态监测服务

预防保健服务
医疗服务

服务流程 智慧 + 就医流程
医养结合服务流程

服务保障 老年人健康档案管理
定期随访巡诊

医养结合服务支持
合作模式

全科家庭医生签约机制
上门出诊机制

养老机构合作机制

托老科设置 老年功能用房完备性
日间照料床位数

2. 评价结果分析

借助辅助 Yaahp 软件，得出各级指标权重明确各指标

权重值并进行分析，得出智慧 + 就医环境＞医养服务提供

与保障＞医养结合服务支持影响因素排名，说明智慧 + 就

医环境在适老化建设中应重点关注，通过实地调研法对选取

西安市 8 个智慧社区进行指标数据收集以计算适老化综合评

分等级。其中连续型指标隶属度采用半梯形函数公式计算，

通过智慧医疗卫生服务中心调研资料进行实际取值。离散型

指标隶属度通常采用模糊统计法，即通过老年人使用的满意

度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得到西安市智慧社区卫生医疗服务中

心的卫生医疗服务评价综合得分为 2.934。

3. 智慧社区卫生医疗服务适老化建设方向

（一）制度建设。通过行政、法律、经济、技术等手

段打破医疗健康数据分割局面，解决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系统间、部门间协作问题，实现全维度数据及时、真实、公

开、互联互通。制定操作性的政策法规，明确医疗健康数据

调取和使用的范围、标准，明确医疗数据调取和使用的范围、

标准，鼓励医疗数据合理、合规、合法、安全开放和使用。

建立政府主导、市场运营、全民参与、共建共治的基层医疗

机构数据共享机制，制定统一数据标准，对相关数据进行分

类管理，促进医疗机构之间信息共通共享。

（二）主体建设。在政府的主导下，鼓励社会力量和

市场主体积极参与，依托各类数智区域医疗行业企业，帮助

基层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中心构建涵盖运营管理、业务协同、

分级诊疗等全面的数智化平台体系，助推智慧＋医疗健康服

务流程再造、优化医疗资源配置与提质增效。加强社区医护

人员的培训，培养更多合格的专业医生和全科医生，助力基

层社区卫生医疗服务数字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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