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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健康档案浅析

李　春

上海市奉贤区四团镇平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上海　201413

摘　要：随着老龄化形式的日益严峻，老年人的健康越来越受到重视，这对老年人健康档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

文结合自己工作实际，从建立老年人健康档案的意义、建立的内容、档案的利用情况、实际工作中的问题不足以及

对策建议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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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上海已经全面进入老龄化城市，老龄化形势

日益严峻，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上海60岁及

以上人口为5815462人，占23.4%，其中65岁及以上人

口为4049012人，占16.3%。并且随着经济、生活水平的

日益提高，促进老年人身体健康，提高老年人晚年生活

质量已经成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体系工作的重点。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虽然已经建立老年人健康档案，但为

了适应当今的形势，对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老年人健康

档案的工作要求随之提高，建立高质量的健康档案，成

为缓解老年人医疗费用的增长，保障老年人身体健康、

晚年幸福生活的有效途径。

笔者结合本单位的工作实际，总结建立老年人健康

档案的价值意义，如何利用档案以及在工作中出现的问

题的思考。

一、建立老年人健康档案的意义

1、保障老年人的健康生活

老年人往往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冠心病等

慢性病共存，由这些慢性病引起的如脑卒中、脑梗死、

心绞痛等突发性疾病，发病急，来势猛，不及时抢救会

有严重的后遗症、并发症。如果有完善的健康档案，就

能准确获得其健康信息，如身体状况、既往病史、用药

情况等，能争取到急救的黄金时间，减少后遗症。另一

方面，老年人根据自己的健康情况，平时主动管理自己

的疾病，积极参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举办的各类疾病防

治保健的健康宣教活动，可以有效预防老年疾病，特别

是慢性病急发，减少住院频次，保证老年生活，同时可

以有效节约医疗资源，降低人均医疗费用。

2、辅助决策，提早预防

老年人健康档案主要包括个人的生活方式、自理能

力、既往史、诊断情况、家族史、现病史、体检结果等

情况。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以依据老年人健康档案，通

过疾病分类、统计分析，从中提炼出有价值的老年人健

康数据，一方面，通过跟踪随访，有针对性地为不同老

年人施以科学合理的健康指导，增强老年人群体自我健

康管理水平，帮助其疾病得到更好的控制；另一方面，

根据本社区老年人健康档案中同一类疾病的特点，有针

对性地开展社区健康宣教活动，使老年人对疾病的发现、

预防、治疗都有了解，起到有病控制，没病防治的作用。

3、提高老年群体健康意识

做好老年人健康档案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老年

人疾病防控工作的重要手段之一，是为社区老年人疾病

防控提供规范化、系统化医疗、康复、预防控制等方面

卫生服务的关键。以老年人健康档案为依据，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通过对老年人常见病实施健康干预，以各类健

康宣讲的形式，逐步改善老年人的不健康行为习惯，提

升老年人自我健康管理意识，使得老年常见疾病得到更

好的控制。

4、有利于政府及相关部门制度相应的卫生政策

相关部门通过对老年人健康档案中的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可以宏观把握老年群体的健康状况，因时制宜、因

地制宜，开展疾病防控等工作。同时，依托老年人健康档

案的大数据，可以支持医学科研的研究，通过分病种开展

老年人医疗研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所以，老年人健

康档案有利于政府及相关部门对老年群体健康状况的整体

把控，有针对性制定卫生政策，开展卫生工作。

二、老年人健康档案的建立

居民健康档案是根据居民的个人健康为核心，对居

民整个生命过程，以及相关健康因素进行系统化文件记

录的一种手段，能够保证人人都有基本医疗服务的享受，

同时也是我国各项健康医疗政策制定的基础[1]。随着我

国居民平均寿命的延长，老年人越来越关注自身的健康

情况，为老年人建立完备、准确、个性化的健康档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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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重要工作之一。

1、老年人体检档案

老年人体检档案记录了老年人健康体检的系统化检

查资料，如老人姓名，联系方式，亲属信息,身高、体

重、血压、腰围等信息；生活方式，包括吸烟情况、饮

酒情况等；脏器功能，包括口腔、视力、听力等；查体，

包括皮肤、心脏、腹部、下肢水肿等；辅助检查，包括

血常规、尿常规、心电图、肿瘤指标、胸片、B超等。

2、老年人慢性病档案

老年人慢性病档案记录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肿瘤

等慢性病的老年人健康信息的系统化文件，重点记录其

随访记录，包括症状、用药指导、药物不良反应等内容。

老年人慢性病档案是一个连续、综合性、个体化的记录，

全面记录老年人从发现患有慢性病开始的健康信息记录。

三、老年人健康档案的利用

1、慢性病防治方面

随着人均寿命的提升，慢性病在老年群体中患病比

例高、患病时间早，本中心根据老年人健康档案，筛查

出患慢性病的老年人，根据患病不同，同一种病的轻重

缓急制定不同的管理方案。根据老年慢性病患者的历史

档案记录指导其合理用药，动态调节计量，同时根据同

类慢性病的特点，有针对性对患者开展非药物干预辅助

治疗，将饮食、体力活动、体重控制、吸烟、饮酒及精

神因素等作为重点，这种干预不仅能维持老年人的健康

生活，而且能阻断慢性病的进一步发展或延缓并发症的

发生，减轻长期服药带来的不良反应。

2、健康宣教方面

通过分析近几年老年人健康档案数据，针对老年人

常见慢性病，高血压、糖尿病、肿瘤等，比对同种慢性

病，老年人发病的共性，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此类慢性

病的防控宣传教育，没病防病，有病控制；针对分析社

区中出现的常见高发疾病，季节性疾病，在社区通过反

复宣传这些疾病的特点及平时的注意事项，使老年人科

学认识疾病，掌握正确有效预防疾病的方法，从而避免

这些疾病的发生；通过对老年群体身高、体重、腰围等

一般状况和吸烟、饮酒、饮食等生活方式的数据分析，

总结老年群体中普遍存在的不良生活习惯，通过健康宣

教引导老年人改善自己的日常生活习惯，从而增强抵御

疾病的能力，延缓衰老。

3、家庭医生方面

家庭医生在日常工作中，可以利用签约的老年人健

康档案的信息，掌握服务对象的生活状况、疾病状况等

健康信息，有助于家庭医生能够及时、全面了解其服务

的老年人的健康信息，从而及早发现老年人潜在的疾病

因素，及时通过电话等方式通知到医院进行相应的更全

面的检查，及早预防；对于已经患病的老年人，可以避

免一些不必要的咨询和检查，根据以往的治疗史，可以

为患者设计针对性的治疗方案，提高服务效率，对老年

患者而言，节约了医疗费用。

四、老年人健康档案的不足和建议

1、老年人健康档案的不足

近年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老年人健康档案越来

越重视，管理工作已逐渐趋于正规化方向发展，但仍有

些许问题需要解决，具体问题如下：

（1）老年人健康档案信息完备方面。本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老年人健康档案主要记录了老年人基本信息、慢性

病、体检信息及重大疾病诊疗记录等。它能提供老年人的

健康信息状况，一方面随着老龄化的加剧，空巢老人、独

居老人群体的数量不断增加，一方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

直着重关注老年人生理健康，忽视对老年人心理状态的关

注，这都导致不少老年人存在或多或少的心理问题甚至心

理疾病。要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开展服务时除了

要关注生理健康，更要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进行指引和调

整。老年人健康档案急需包括心理档案。

（2）老年人健康档案信息准确性方面。为保障老年

群体健康状况的准确性，需要确保老年档案信息的真实

与可靠性，但在实际操作中很难确保每一份老年档案都

完全可靠。首先，部分老年健康档案中，个人信息存在

差错，特别是联系方式不准确，导致医务人员后期联系

不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水平、仪器设备、人才等

因素的限制，某些体检、诊疗结果存在些许偏差甚至错

误，导致其档案的可靠性难以保障；由于医务人员疏忽

等原因导致其档案信息无法反映老年人的真实健康状况。

（3）档案利用方面。建立老年人健康档案的目的是

利用档案信息，提早发现老年人可能患病的征兆，及时

掌握患者用药情况，为老年人的健康服务。但在实际档

案方面，医务人员通过档案了解老年患者基本信息、用

药信息的频次偏低，有些都不去关注，门诊病患很多，

也没有多余时间去查看，而且医务人员每人负责的老年

人健康档案有几百份，工作量大，对每位老年人的健康

状况、病情发生、治疗结果等做到准确、真实、完整记

录，并在平时去查阅、更新，难度非常大，使得有些档

案成为了“死档”。

（4）医务人员对老年人健康档案认识方面。现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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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务人员大多把精力放在门诊工作或

者自己的日常负责的工作上，对老年人健康档案不是很

重视，未能充分认识到对老年人健康管理的重要性，因

而对档案的管理、利用不够重视，责任心也不强。

2、老年人健康档案的建议

针对以上提出的一些老年人健康档案上的不足，笔

者认为首先要建立健全完善的老年人健康档案体系。充

分发挥老年人健康档案效用的前提。健康已经不再局限

于生理健康了，心理健康也越来越被重视，在原有的基

础上，急需把心理健康档案加入老年人健康档案体系中，

从而使老年人健康档案更加科学化、系统化。保障老年

人健康档案的真实性、有效性，管理标准必不可少，减

少人为失误造成的档案失真、失实。

五、结束语

加强老年人档案管理和检测，提高档案信息的更新、

录入，保证有效建立老人档案，同时也加强医务人员培

训，通过宣传教育、培训、实践等方式，全面提高医务人

员的技能、医务人员能正确认识老年人健康档案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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