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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机构的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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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健康的标准早已不再只是偏重疾病治疗方面，而是要求疾病治疗与心理健康双管齐下。

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健康重在养生预防，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是发挥中医药在预防疾病方面巨大作用的重要载体。积极发展中

医养生保健服务是国家政策所需，更是满足民众健康需求所需。通过阐述中医养生保健服务的发展前景，分析中医养生保健

服务的发展现状，基于产业融合理论，探析中医养生保健服务的发展模式，并提出促进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更好发展的相关建

议与对策。所以要规范好中医养生服务机构的标准，维护好中医养生健康行业的产品，带给中老年人健康的保障，而且要把

中医养生类健康行业的每个细节都做得最好，对社会人民群众，中老年人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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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the standard of health no longer focuses on disease treatment, but requires
both disease treatment and mental health. People are also increasingly aware that health focuses on health preservation and preventi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ealth care service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great rol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disease prevention. Actively developing TCM health care services is not only the need of national policies, but also to
meet the health needs of the people.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 of TCM health care services,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TCM health care services,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TCM health care service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to promote the better development of TCM health
care services. Therefore, we should standardize the standards of TCM health care service institutions, maintain the products of TCM
health care industry, bring health protection to the middle-aged and elderly, and do the best in every detail of TCM health care industry,
so as to contribute to the people and the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rovide a line of defense for TCM health institutions.
Keywords: Health preserv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ervice specifications; Current situation analysis;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1 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机构发展前景分析

中医保健标准是中医标准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养生

保健是运用中医养生保健方法和技术，对疾病进行保养和治

疗的中医养生保健。以及中医理论，包括非医疗机构和医疗

机构相关的机构服务[1]。目前，医疗机构提供的中医药保健

服务主要依据中医院“预防疾病”单位建设管理和非医疗机

构提供的中医药保健服务的指引等规定。主要依据《中医药

卫生服务规范（检测）》等需要执行的规定[2]。中医药保健

信息化和标准化设计是提高中医药保健能力的重要保障。近

年来，我国修订了多项与中医药制剂相关的国家标准和行业

标准，但尚未形成较为完善的中医药规范化服务体系。人类

对中医药的需求不断增长，形成了广阔的中医药市场。改革

开放以来，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社会生产力滞后

的矛盾得到解决，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健康素养显著提高，

健康需求发生变化。多元化、多层次，注重自我健康的程度

和主动性大大增强。与过去相比，人们生活的经济社会环境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生活节奏快、工作量大、社会

竞争激烈等复杂因素，亚健康状态的人群越来越多。中医养

生保健具有纠正亚健康状态得天独厚的机会优势。并且我国

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速度正在加快。2015 我国 65 岁

以上人口 14386 万，占总人口的 10.47%。大量老年人群不仅

对我国养老产业提出挑战，也为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提供了

机遇。近年来，由于环境污染、空气污染、食品安全等问题，

我国慢性病传播增加，很多疾病都在低龄化发展。根据国家

卫生服务局的一项研究[3]，2010 年-2020 年中国人口的慢性

病患病率翻了一番。其中，患病率最高、增长最快的是高血

压和糖尿病。在慢性病预防方面，50%以上的高血压和糖尿

病都是通过中医干预来控制的。在慢性病健康教育方面，70%

的内容涉及中医药。在医疗保健领域，中医药的参与率为

88%，而在康复方面则高达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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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医养生保健机构服务产品标准体系的研究思考

社会信息技术发展飞快，许多医院采用互联网+采集、

储存健康数据，这些可以达到健康信息互联互通，为中医养

生保健服务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建立一个平台，专门提供

全体人民大健康数据，可以在线网上整合各个大数据，并在

中医养生理疗方面突出重要的作用，利用大数据分提供优质

中医养生保健服务，利用互联网构建一个中医养生保健平台。

2.1 网络中医理疗客户健康状态

我们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都不相同，每个人身体的健康状

态也是一个动态变化过程，有时候身体体重等情况变化可以

应用网上中医健康状态辨识，通过身体体重，身体部位的损

耗程度，身体体质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突出每个患者患病的风

险，可以分为两种方面，一个方面，没有生病的状态，想往

生病的状态转变，另一个方面就是已经生病状态，通过治疗

可以治愈病状的状态。

2.2 病人动态持续跟踪

因为一个人的病情也是动态性，长期性，而且还存在重

复性，跟踪回访系统要密切关注经过中医养生保健管理的每

一项指标，把每个人的健康状态时间建立一个档案，并且设

立健康服务团队，每周每日观察客户的健康情况，并通过网

络系统监测的手段，要设置自动提醒，定期回访。每当达到

异常指标时可发出警告的信号，间接的评估每个人的健康状

态，并且根据客户健康状态变化的趋势去制定中医药养生保

健服务措施，进而实现线上与线下结合的防治技术手段，达

到进一步维护健康的目的。

2.3 整合新媒体平台

用现在媒体手段养生知识宣传开来，养生知识让客户更

加理解，推动全民健康，媒体是人间百姓与健康的一个桥梁，

养生知识不但适用于中老年人，而且适用于年轻人，目前宣

传养生知识的渠道，比较单一，中国新媒体电视电影报纸来

普及中老年人的健康知识，在进行媒体宣传的时候，要有相

关部门监督，以免出现虚假广告和产品，以及对人民造成身

体伤害。

2.4 多样化发展中医养生保健服务

中医药文化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中医养生保健行

业，社会基本是把中老年人作为服务对象，作为中医养生保

健服务。经络按摩理疗，饮食搭配理疗，只有把生活中的每

一方面添加进去，全面发展中医养生保健优势。中医药的发

展过程，我们要融合古代传统的哲学科技等各个领域的文化，

以前古代也比较注重琴棋书画，我们要集中琴棋书画和中医

药学政协，这也是中医养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丰

富老年人的生活。

3 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机构存在的问题

3.1 中医养生保健特色服务质量低

现代社会的中医养生馆很多都口碑和认同感都不好，相

关专业知识不达标，从而导致客户的有时候连基本的中医理

疗服务都不规范不到位，更不要说其他专业中医养生保健服

务了，有时候还会有一些中医养生机构出现管理问题，为短

期利益推荐一些劣质不健康的保障产品推荐给客户，商家销

售一些保健产品，缺乏国家标准，产品标准的衡量和监督，

市场政府监督不够，导致市场上产品服务都基本滥竽充数，

威胁消费者的安全，给客户的身体健康和身心都造成了很大

的威胁与伤害。

3.2 缺乏专业人才和服务人员

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机构缺乏专业服务人才，或者有一些

专业知识不达标的人来管理，或者组织活动，很多事来滥竽

充数，并且现在很多大学没有开展相关的专业，法中医养生

方面的人才，还有一些机构对于服务人员没有提供专业的培

训，没有进行相关的知识培训，从而满足不了客户的需求和

达不到好的服务质量。

4 建议与对策

我们在中医养生的过程中，要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不仅

要提高人民对于现状生活的追求，更要追求精神上层面的享

受生活，懂得把健康放在第一位，我们要促进人民健康发展，

为建设健康中国打下坚实的基础。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

战略地位。

4.1 树立健康理念，增强服务质量

现代社会发展迅猛，但同时人们的健康状况也越来越严

峻。我们现在的人都过着快节奏很大，压力的工作生活规律

紊乱，社会环境也是越来越恶化，例如食品安全饮用水被污

染，空气污染二氧化碳超标，就导致很多慢性疾病的发生，

三高人群，这些健康问题都困扰着很多人。我们要改变自己

的观念，不但要追求躯体上的健康，而且更要追求精神上的

健康，不能单纯地以为没有生病就是健康，我们每个人都需

要用时间去学习一些健康知识，更要懂得一点养生道理，要

从生活上的习惯做起，让你活得更加长寿，更加健康。

4.2 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要侧重心理健康

我们心理健康也尤为重要，老龄社会更是因为孤独而产

生很多心理问题，因为儿女抚养不到，和照顾不到位的产生

心理变化，在服务行业，更要注重于中老年人的健康心理，

多陪伴中老年人，中老年期是每个人都会必经的阶段，进入

老年期的人也要调养好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要把退休当作

人生过程中的一部分，有很多退休的中老年人存在一些失落

感和自卑感，我们也要帮助他们，要调节这个心态，让他们

心里欣然接受退休，当做人生生活中的一部分，并且推荐活

到老，学到老的做法，也不能不动脑筋，适当学习可以改善

中老年人的心理，并且要培养这兴趣爱好，激发他们对生活

的追求，培养乐观开朗的心态。

4.3 强化管理和培养专业人才

高等教育大学要增加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方面的专业，增设班

级，且添加中医特色专业，并且一个专业学习内容要符合中

医养生保健方面的标准，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把标准摆在

第一位。开展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标准的宣传和培训，及健康

标准信息，大力普及健康产品安全标准知识，促使中医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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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服务人员熟悉标准，提高负责人标准化意识，强化企业

对食品安全标准的实施。

4.4 完善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机构标准的市场监督

通过立法来保证社会的中医养生服务的标准执行。细化

监管职责，建立信息溯源制度，健全监管机制。全面依法落

实中医养生保健标准信息网上公开，保障标准可查询；依法

公开中医养生机构标准制定信息，满足人民群众知情权；落

实健康标准宣传部门主管责任，让经营者应知应会；落实监

管部门责任，保障标准有效实施。建立部门间的协调机制，

推进健康机构产品安全标准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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