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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社会下老年患者对互联网+服务的需求及现状分析 
徐莉萍 1  曹霞 2 

（1.树兰（杭州）医院  浙江杭州  310022；2.杭州市余杭区第一人民医院  浙江杭州  311113） 

摘要：目的：探讨分析老龄化社会下老年患者对互联网+服务的需求及现状。方法：采用自行设计的“互联网+服务需求调查表”对 2022

年 6 月-2022 年 9 月在我院接受长期治疗的 1200 例老年患者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对于调查问卷当中的不同服务维度，所有老年患者的需

求率均超过 75％。影响老年患者互联网+服务需求的独立因素为文化水平、家庭平均月收入、婚姻状态、医疗费用支付方式、生活自理能

力（P＜0.05）。结论：在老龄化社会之下，老年患者在互联网+服务方面的需求高，尤其是无配偶者、生活自理能力差、有职工医保、家

庭经济条件好、文化水平高的老年患者，对于互联网+服务方面的需求更加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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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已达2.6亿，人口占比达

18.7%[1]。伴随老龄化进程加快，庞大老年患者在对慢性

疾病的护理需求方面也相较于之前有了明显的提升[2]。互

联网+服务作为新兴事物，当前已经成为了全球范围当中

的一个主要发展趋势，在对老年患者的医疗照护以及服

务提供方面也开始向着互联网+的方向不断发展[3]。自

2019年1月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开展“互联网+护理服

务”试点工作的通知》以来，已在多个省市试行，各地

也出台了相应的配套文件予以支持[4-5]。基于此，本研究

调查了老龄化社会下老年患者对互联网+服务的需求现

状以及相关影响因素，以期为互联网+服务在老年患者当

中的应用提供参考依据。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22年6月-2022年9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老年

患者1200例。 

纳入标准：（1）年龄＞60岁。（2）均为慢性病患者。

（3）出院后有居家护理需求的。（4）可正常理解、听、

说。（5）可自主使用联网的智能手机。 

排除标准：（1）合并精神类疾患或者障碍者。（2）

依从性较差者。（3）不愿配合接受研究者。 

1.2方法 

1.2.1 调查内容：在搜集并查阅文献的基础上，与小

组讨论、专家咨询、日常护理经验等进行有效结合，拟

定了与本次研究内容要求相符合的调查问卷《互联网+

服务需求调查问卷》。在该调查问卷当中包含3个条目的

服务能力、13个条目的专业护理、6个条目的健康指导、

4个条目的诊疗信息安全、3个条目的陪伴与心理慰藉；

这一调查量表的主要目的就是探讨当前老年患者对于互

联网+服务的实际需求。每一个调查维度当中的不同条目

全部都采用5级评分法，从“非常需要”到“不需要”依

次的分值为5分~1分，总量表的分值范围最高分为145分，

最低分为29分；当某一条目的分值越高时，提示老年患

者对该条目之下的服务有更加紧迫的需求。完成问卷指

定之后，经检验，Ｃronbach′sα系数为0.869，效度指

数为0.923，提示信效度高。 

问卷的调查主要是在患者离院前进行。所有患者在

填写调查问卷时必须要本人填写，如果患者因个人能力

或者是病情等因素限制无法正常填写时，可由医护人员

对其进行阅读后依据患者的意愿选择相应的内容。 

在判断老年患者对互联网+服务需求的实际现状时，

主要参考的数据为得分率：计算方法可参考以下公式：

［（量表得分/最高量表得分）×100.0%］，低需求水平：

＜50％，中等需求水平：50％~70％，高需求水平：＞75

％。 

1.2.2 收集患者的相关一般资料。包括但是不限于患

者年龄、文化水平、居住情况、家庭人均收入、子女情

况、婚姻情况、医疗费用支付方式以及自理生活能力。

使用Barthel指数评价患者的自理生活能力，Barthel指数最

高分为100分，重度依赖：＜40分，中度依赖：41分~60

分；轻度依赖：61分~100分[5]。 

1.3观察指标 

1.3.1 所有老年患者的互联网+服务需求现状。 

1.3.2 影响老年患者互联网+服务需求的单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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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影响老年患者互联网+服务需求的独立因素。  

1.4统计学方法 

版本：SPSS 23.0，计数类（%）数据，行 X2 检验检

测；计量类（`x±s）数据，行 T 检验检测；P＜0.05 差

异显著。 

2 结果 

2.1 老年患者的互联网+服务需求现状 

对于调查问卷当中的不同服务维度，所有老年患者

的需求率均超过75％，提示对互联网+服务有高需求水

平。具体见表1。 

表 1  老年患者的互联网+服务需求现状 

项目 
得分范围

（分） 

平均得分 

（分，`x±s）

需求得分率

（％） 

服务能力 9~15 12.7±1.5 85.1 

专科护理 26~65 53.9±6.6 82.7 

健康指导 11~30 24.3±3.7 80.6 

诊疗信息安全 6~20 15.6±3.2 76.9 

陪伴与心理慰藉 5~15 11.6±2.4 77.7 

总体需求情况 85~136 117.9±8.3 81.2 

2.2 影响老年患者互联网+服务需求的单因素 

结果提示，影响老年患者互联网+服务需求的单因素

包括：文化水平、家庭人均月收入、居住环境、婚姻状

态、医疗费用支付方式、生活自理能力（P＜0.05）， 

3 讨论 

伴随着我国日渐加重的人口老龄化态势，当前我国

在养老方面的形势十分严峻[6]。而老年群体大多都合并不

同程度的相关慢性疾病，因此，对于老年人的慢性疾病

防治也成为了当前社会当中的一个核心问题[7]。在当前医

疗以及经济的大背景之下，如何实现对老年患者慢性病

防治模式及现有养老模式的突破，将会对于我国当前现

阶段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作用[8]。 

3.1 老年患者对互联网+服务方面的需求高 

本次研究结果提示，对于调查问卷当中的不同服务

维度，所有老年患者的需求率均超过75％，提示对互联

网+服务有高需求水平。分析导致这一结果发生的影响因

素为：首先，近几年以来，我国社会与经济的发展速度

较快[9]。伴随着不断推进的经济体制改革步伐，全国各地

的医疗、文化及经济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进步与发展。

在这一大背景之下，人们对健康方面的需求与认知也明

显提升[10]。其次，伴随着互联网以及网络信息技术在全

社会当中的日渐普及，各种信息共享平台和智能手机的

广泛应用也推动了广大群众对于医疗健康相关知识的了

解，人们也开始迫切的期望能够通过高质量的服务与照

护提升自身的生活质量[11-12]。 

4 小结 

综上所述，在老龄化社会之下，老年患者在互联网+

服务方面的需求较高，尤其是无配偶者、生活自理能力

差、有职工医保、家庭经济条件好、文化水平高的老年

患者，在互联网+服务方面的需求显著更高。本研究因调

查的区域有限，可能难以全面反映老年患者对互联网+

服务方面的需求，未来可进行多区域的联合调查，从而

推出切合实际的互联网+服务，惠及更多的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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