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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养结合模式下心理健康支持的必要性
与实践策略: 一个综合性的探讨

于张静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护理学系ꎬ 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６１)

摘　 要: 文章在全球化老龄化浪潮下ꎬ 聚焦医养融合模式中心理健康支持的要义及其实践路径ꎮ 文

章开篇梳理了老龄化社会面临的挑战ꎬ 随后精细刻画了心理健康支持在医养融合模式中的核心地位ꎬ 维

护认知功能并延缓衰退、 优化并提供个性化医养融合服务体系、 提升老年人的整体健康与生活品质、 预

防心理疾患ꎬ 还能减轻家庭和社会的负担ꎮ 文章对心理健康支持在实际推行中遭遇的难题进行了细致入

微的探讨ꎬ 为构筑健康、 积极且尊重个体尊严的养老环境提供参考、 指引ꎬ 最终给出了相应的对策与

建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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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在全球范围内ꎬ 人口结构经历了显著变革ꎬ
尤其是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ꎮ 据预测ꎬ 至

２０５０ 年ꎬ ６５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超过 １５ 亿ꎬ
这一趋势对经济体系和社会福利系统构成了空前

的挑战ꎮ 劳动力市场的紧张态势加剧ꎬ 医疗和养

老支出不断攀升ꎬ 国家财政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

力ꎬ 年轻一代的财务负担也随之加剧ꎮ 老龄化社

会的形成还伴随慢性病管理需求与长期照护需求

的增长ꎬ 这对公共卫生体系以及专业照护服务的

适应性和应对能力提出了新的高标准ꎮ

２　 老龄化社会中老年人心理健康问题的现状

与挑战

　 　 老年人常常感到孤独、 被社会隔离ꎮ 他们的

社会联系逐渐减少ꎬ 孤独感油然而生ꎬ 身体每况

愈下ꎬ 生活发生诸多变故ꎬ 容易引发抑郁和焦虑ꎬ
痴呆症等认知障碍类疾病发病率在老年群体中升

高ꎬ 退休与健康方面的变化又给他们的心理适应

带来重重压力ꎮ
人们对心理健康问题的认知普遍不足ꎬ 重视

程度不够ꎮ 社会上专业的心理咨询资源极为稀缺ꎬ
高昂的服务费用形成了一道经济障碍ꎬ 家庭与社

会的支持体系也不尽健全ꎮ
我们需要采取一些措施应对ꎬ 加大公众教育

力度ꎬ 增强人们的意识、 减少对心理疾病的 “污

名” 化ꎬ 应加大对心理健康服务的投资、 培育人

才队伍ꎬ 强化社区网络建设ꎬ 以降低老人的孤独

感ꎬ 技术领域也可有所作为ꎬ 应注重老年人友好

的在线资源开发ꎬ 促进代际间的理解、 支持ꎬ 重

视家庭、 社区的参与ꎮ 唯有采取多种方法综合应

对ꎬ 才能增进老年人的心理福祉、 提高其生活

质量ꎮ

３　 医养结合模式的发展历程与理论基础

西方公共卫生体系构筑与福利国家理念勃兴ꎬ
催生了 ２０ 世纪初至 ６０ 年代医养结合的朦胧探索ꎬ
老龄化社会的健康照护需求日益迫切ꎬ 推动了医

疗服务与长期照护结合的初始可能ꎮ 各国于 ２０ 世

纪 ７０ 至 ８０ 年代纷纷试水长期照护专属机构ꎬ 养

老院、 护理院应运而生ꎬ 医疗体系内ꎬ 老年病科

的设立旨在为年长者提供精细化医疗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至 ２１ 世纪初ꎬ 全球老龄化态

势愈演愈烈ꎬ 医养结合模式渐成国际通识ꎬ 政府

及机构系统规划、 实施医养结合方略ꎬ 美国 ＰＡＣＥ
计划即为一例ꎬ 力图为老年群体提供全方位、 连

续性的康健颐养服务ꎮ
步入 ２１ 世纪ꎬ 信息技术、 健康管理、 社会服

务等领域的蓬勃气象推动医养结合模式持续革新ꎬ
个性化服务、 跨领域协作以及科技应用备受瞩目ꎬ
远程医疗、 智能穿戴设备崭露头角ꎬ 旨在提高服

务品质与效能ꎬ 助力健康老龄化愿景ꎮ
医养结合模式的发展ꎬ 不仅体现了对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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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需求的深刻理解ꎬ 也是对老龄化社会挑战的

积极应对ꎬ 通过理论与实践的不断融合与创新ꎬ
推动着健康照护体系的现代化和人性化ꎮ 整合照

护绝非简单的堆砌ꎬ 其力求医疗服务与长期照护

的无缝衔接ꎬ 提供全面、 连续的健康守护ꎬ 旨在

满足老年群体日趋复杂的健康诉求ꎮ 积极老龄化

的理念蓬勃发展ꎬ 健康维护、 心理慰藉和社会参

与成为关键ꎬ 社会各界正努力协助长者保持积极

心态与高质量的生活ꎮ 生态系统理论视老年人为

核心ꎬ 家庭的温暖、 社区的关怀、 社会的支持ꎬ
层层环绕ꎬ 环境对个体健康的影响举足轻重ꎬ 多

系统间的互动亦是关键ꎬ 一切为了老年人的健康

老龄化ꎮ 资源优化配置是持续发展的基石ꎬ 如何

高效利用资源、 提升照护效能、 避免铺张浪费ꎬ
已成当务之急ꎮ

医养结合模式方兴未艾ꎬ 这既是对老年人健

康需求的深度洞察ꎬ 又是应对社会老龄化挑战的

主动出击ꎬ 理论与实践的持续交融与创新ꎬ 正有

力驱动着健康照护体系走向现代化、 人性化的

未来ꎮ

４　 心理健康支持在医养结合模式中的研究

进展

　 　 随着全球老龄化进程的加速ꎬ 医养结合模式

作为应对老龄化社会健康与照护需求的综合解决

方案ꎬ 其重要性日益凸显ꎮ 心理健康作为健康的

重要组成部分ꎬ 在医养结合模式中扮演着核心角

色ꎮ 近年来ꎬ 心理健康支持在医养结合模式中的

研究与实践取得了显著进展ꎬ 为促进老年人的全

面健康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策略ꎮ 以下是一些具有

代表性的案例ꎮ
４１　 上海长宁区 “智慧养老” 项目

长宁区启动的 “智慧养老” 项目ꎬ 力图全盘

统筹社区各方资源ꎬ 为老龄人口提供囊括精神慰

藉在内的周全养老服务ꎮ
该项目倚重智能穿戴设备及远端监控系统ꎬ

可对老人的身体状况、 心理状态予以实时监测ꎬ
倘若侦测到异动ꎬ 系统会迅即知会亲属及医护ꎬ
保证干预措施的及时性ꎮ

长宁的这项实践有力提升了老人日常起居的

品质与心理层面的安康指数ꎬ 降低了源于精神困

扰的就医频次ꎮ
４２　 日本 “银发族心理支持网络”

老龄化浪潮席卷而来ꎬ 日本构建了 “银发族

心理支持网络” 体系ꎬ 重点关注老年群体的精神

健康ꎮ
该网络资源星罗棋布、 遍及全境ꎬ 既有线上

的虚拟互动ꎬ 也有线下的实体交流ꎬ 提供专业心

理疏导、 构筑社交桥梁、 开设认知训练课程ꎬ 还

特别鼓励与强调家庭成员的参与和互动、 普及家

庭心理健康常识ꎮ
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意识因此大幅提升ꎬ 孤寂

感与抑郁情绪得到缓解ꎬ 老年人更积极地融入社

会ꎬ 生活的品质亦随之跃升ꎮ
４３　 美国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ｔｏ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美国兴起一种社区驱动的互助网络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ｔｏ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ꎬ 该组织致力于向年长者供应

多种服务ꎬ 其中涵盖心理健康辅导ꎮ
网络内的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汇聚了志愿者与专业人

士的力量、 生活起居协助ꎬ 心理抚慰ꎬ 服务包罗

万象ꎮ 组织方尤为重视构建老年群体内部的纽带ꎬ
定期举行联谊ꎬ 以此促进心境愉悦ꎮ

这种运作模式成果斐然ꎬ 老年群体社交频次

上升ꎬ 抑郁、 焦虑等负面情绪发生率明显下降ꎬ
幸福感、 生活品质亦随之提升ꎮ
４４　 澳大利亚 “Ｍｉｎｄ ｆｏｒ Ｌｉｆｅ” 项目

澳大利亚的 “Ｍｉｎｄ ｆｏｒ Ｌｉｆｅ” 计划旨在提升老

年人的心智功能与精神健康水平ꎮ 该项目提供在

线认知训练课程以及心理健康讲座ꎬ 助力老年人

保持认知灵活性、 增强心理韧性ꎮ 参与者反馈显

示ꎬ 他们的认知能力得到了提升ꎬ 抑郁症状有所

缓解ꎬ 生活质量显著提高ꎮ
这些成功案例共同凸显了医养结合模式下心

理健康支持的若干关键要素: 跨学科协作ꎬ 保证

医疗、 心理及社工等多领域专业人员的介入ꎻ 个

性化服务ꎬ 依据老年人的具体需求给予定制化支

持ꎻ 技术创新ꎬ 借助智能设备与远程技术提升服

务的可及性和效率ꎻ 社区与家庭的参与ꎬ 构建支

持网络ꎬ 强化老年人的社会联系ꎮ 这些要素的整

合ꎬ 为医养结合模式下心理健康支持的成功施行

提供了宝贵经验与启示ꎮ

５　 心理健康支持在医养结合模式中的必要性

在医养结合模式下ꎬ 心理健康支持的必要性

体现在多个层面ꎬ 不仅是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的

关键ꎬ 也是实现健康老龄化、 促进社会福祉的重

要组成部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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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　 应对老龄化带来的心理挑战

生理机能衰退ꎬ 孤独、 抑郁、 焦虑情绪及认

知功能障碍渐成老年群体的心理困境ꎮ 此等困扰ꎬ
既侵蚀个体精神健康ꎬ 又可诱发或加剧躯体疾患ꎬ
致使生活满意度滑坡ꎮ 医养结合所提供的心理健

康支持旨在早期甄别并介入此类状况ꎬ 助力年长

者维系积极心态ꎮ
５２　 促进整体健康与福祉

精神康宁与身体健壮相互影响ꎬ 积极的精神

面貌有助于身体机能改善ꎬ 并能降低慢性疾患的

发病概率ꎮ 医养结合模式下的心理咨询服务、 心

理健康普及活动、 社交网络的构建ꎬ 能够促进老

年人的身心全面康健ꎬ 提升其晚年幸福指数与生

活质量ꎮ
５３　 家庭与社会关系的调适

老人的心理健康关乎个体福祉ꎬ 并触及家庭

与社会的深层脉动ꎮ 医养结合模式引入的心理慰

藉ꎬ 可以协助老人顺应退休后的生活节律、 应对

疾病困扰ꎬ 进而舒缓家庭成员的看护负担ꎬ 调节

家庭内的和谐氛围ꎬ 鼓励长者融入社会ꎬ 加强其

群体归属意识ꎬ 对孕育更具包容性、 更为和睦的

社会环境裨益良多ꎮ
５４　 医养资源配置效益精进

医养结合的语境下ꎬ 心理层面的辅助对资源

的有效利用起到催化作用ꎬ 早期的心理疏导介入

能削减因心理困境衍生的医疗资源耗费ꎬ 缩减诊

疗开支ꎬ 并在无形中拔高服务水准ꎬ 促使资源分

配趋于合理化ꎮ

５５　 积极老龄化的策动

“积极老龄化” 理念强调ꎬ 在一个步入老龄化

的社会中ꎬ 应当积极推动健康颐养、 社会融入以

及包容性发展ꎬ 以提升老年群体的生命质量ꎮ 心

理扶持在医养融合模式中的运用ꎬ 不仅关注长者

的健康状况维护ꎬ 而且鼓励老年人投身于社会ꎬ
为其自我价值的实现提供平台ꎬ 积极老龄化愿景

借此得以照进现实ꎮ

６　 结论

心理健康支持在医养结合模式中的必要性ꎬ
不仅体现在对老年人个体的健康促进上ꎬ 还体现

在对家庭、 社会乃至整个医疗资源系统的优化上ꎮ
因此ꎬ 加强心理健康支持ꎬ 是构建健康、 包容、
可持续老龄化社会的重要一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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