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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科技背景下医养结合进社区的对策 

李振辉 

（云南中医大学  云南昆明  650500） 
随着互联网科技与医疗、养老的关系日益紧密，使得“互联网+智

慧医养”的服务成为医养健康产业的突破口。由于居家养老是老年人口

传统观念的主流，这就使得社区医疗护理服务在利用前沿信息和智能技

术的重要场景之一。因此，立足于互联网科技下的医养科技应用向家庭

延伸的医疗服务能力获得赋能，实现医养结合进社区成为新时期重要的

课题。本文立足于互联网科技背景下的社区医养结合模式存在问题，形

成互联网科技背景下完善社区“医养结合”养老服务的对策，以其能够

为我国医养结合的发展提供有益建议。 

根据我国老年人传统观念中倾向于在家庭和社区里养老的思维形

态，新时代中国的社会中的社区、居家医疗护理和生活护理服务的需求

处于迅猛发展阶段。需要立足于社区老年人口众多和医养结合工作潜力

巨大的情况，利用互联网科技来推进开展社区、居家医养结合服务成为

社区需要在医养结合工作的新思路。通过“互联网+”健康管理，充分

借助区域卫生信息系统、APP 应用等互联网技术，为居家养老提供医养

融合增值服务。 

1 互联网科技对医养结合进社区的影响 

互联网科技不仅指的是以网络通信设备为主的硬件设施，也是各种

软件的应用场景的实施。将“互联网+科学技术”的数据、信息、智能、

智慧等融合与生活场景中是互联网科技发展主要方向。因此，随着互联

网及智能电子产品应用到各种医疗产品之中：如通过传感器采集人体心

电图、呼吸等数据的移动信号将数据传输至处理器，处理器对数据进行

计算和处理后将数据发送至患者或医生处，医生根据互联网渠道数据对

患者进行专业和全面的介绍、分析、治疗。随着互联网成为一种新的医

疗场景及辅助工具，进入社区医养结合模式成为新的医疗服务变革。医

养结合进社区模式下，可以通过微信等移动通讯工具进行挂号、随访、

开药、医患沟通等医疗行为，可为老年慢性病患者提供舒适的居家养老

服务；但是，由于存在的技术与服务要求的差异，也产生了许多问题。 

2 互联网科技背景下的社区医养结合模式存在问题分析 

2.1 服务主体专业化程度不高 

由于我国老龄化不断加速，其老年人口数量处于快速增长阶段，使

得区养老对服务人员的数量及专业化程度等处于不断提高的阶段。这

“两个阶段”使得社区医养的需求显得“迫切”。但是，互联网科技背

景下社区医养是依靠的社区的医疗设施与互联网医疗人员的服务。现阶

段社区医养面对的老龄人的社区内的健康诊断、疾病治疗、养老服务等

多方面的需求，使得服务人才和社区基础设施的缺乏问题比较突出。在

互联网科技背景下，虽然使得远程诊疗、远程监测等医疗服务的应用社

区实现可能，但是，服务主体的互联网医养平台建设不足，使得社区养

老服务输送不专业化、低素质的服务型人才的问题突出。 

2.2 服务内容不具体未全面落实 

社区“医养结合”在“互联网+医疗”服务应用中，需要满足“日

常生活和家政”、“卫生保健和医护”、“精神慰藉和心理健康咨询”等是

三个方面的内容。但是，由于社区医养结合的医疗服务内容没有明确这

三个方面的具体内容，缺乏具体性服务内容。由于社区老年人的养老都

是依靠家庭，而社区医疗机构只提供电话咨询和假日走访等形式化的活

动中。社区“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没有全面切入新型养老服务体系，缺

乏相关服务政策的制定。 

3 互联网科技背景下完善社区“医养结合”养老服务的对策 

3.1 积极构建“互联网+养老”服务平台 

社区医养结合的服务模式就是要求以满足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需

求为目标来统筹全区医疗、养老资源等。因此，“互联网+物业＋医疗”、

“互联网+居家医养”、“智慧医养”等社区医养结合新方法不断涌现。

这就要求加强信息化建设，构建“互联网+养老”服务平台。通过社区

“医养结合”养老服务的网络平台来实现“互联网+养老”的社区网络

服务，这样实现“一对多”社区养老服务团队的信息化，将互联网医疗

诊断与监测应用临时救助、大病咨询、生活服务等方面。 

3.2 建立完善的监督评估管理机制 

新时期的社区医养的服务模式下相应规定和制度必须建立起来，将

“医养结合”机构审批纳入到政府政策制定中，通过建立社区医养管理

条例、护理人员评估机制等来保障养老服务的管理与监督的及时性。这

样的形势下，将互联网科学技术的应用监督评估管理机制中，包括互联

网医养监测数据安全、信息传输、社区设施建设标准等方面进行全程化

的健康管理档案对接机制等内容。所以，建立完善的监督评估管理机制

就是要求在定期药效评估，送药上门，会员跟踪等社区互联网服务上形

成规则来保障老年人身体健康监督服务的质量。 

总的来说，新时期互联网科技背景下需要不断优化社区医养服务模

式，这样才能积极打造智慧化社区医养结合服务模式。这样的社区医养

服务可以实现为老年人提供便捷的健康咨询、远程监护、预约诊疗、关

怀照料等服务的便利化。因此，需要不断加快互联网科技在医养服务的

应用与开发，使得社区内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等全部通过网络化来提供

医疗护理服务，为老年人的社区养老服务的品质提高而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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