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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管理·

慢性病老年人家庭医生式医养结合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研究
———以武汉市某社区为例*

帅宇曦,钟文娟△,杜春齐,杨雪莹,罗 甜,朱佳慧

(武汉轻工大学医学与健康学院,湖北
 

武汉
 

430023)

  [摘 要] 目的 了解武汉市社区老年人慢性病患病情况,社区居家养老现状与养老需求情况,分析慢性

病对老年人家庭医生式医养结合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并提出相应建议。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方法抽取武

汉市某社区284名老年人作为调查对象,采用χ2 检验、ANOVA检验、Kruskal-Wallis
 

H 检验及多元线性回归

进行分析。结果 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人数为156人,占全体老年人的54.9%,其中慢性病共病的老年人人数

为86人。患不同慢性病数量的老年人对诊疗服务、康复护理、预防保健、中医服务、健康管理与教育、心理健康

6类服务需求存在差异,呈现慢性病共病老年人需求高的趋势。结论 不同慢性病数量会影响老年人对家庭医

生式医养结合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慢性病共病老年人需求程度最高。建议在社区以慢性病共病高龄老年人

家庭医生式医养结合居家养老服务的重点对象,以诊疗服务与康养服务为基础构建家庭医生式医养结合居家

养老服务模式。
[关键词] 社区居家养老; 慢性病; 家庭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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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当下人口问题突出,60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

已经达到2.6亿
 [1]。慢性病影响着老年人身心健康,

是养老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同时患2种及以上种类

慢性病称为慢性病共病[2]。共病对老年人生活产生

更大的负面影响,不仅降低了老年人的期望寿命与生

活质量,也增加了老年人家庭与社会的经济负担。为

应对老龄化带来的影响,依托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以
“医”与“养”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家庭医生提供医护措

施以提高社区居家养老水平是当下养老模式的发展

趋势。我国目前居家养老模式仍存在服务内容单一,
供需不平衡等问题[3]。家庭医生式医养结合居家养

老是依托社区及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以家庭医生为服

务提供的主体,家庭医生签约为方式,向社区的老年

人提供所需要的医养服务模式。慢性病对老年人养

老服务的需求造成一系列影响[4],本研究旨在分析慢

性病患病数量对老年人家庭医生式医养结合居家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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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服务需求的影响,从而指导家庭医生式医养结合居

家养老模式的完善及服务质量的提升。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在武汉市某社区利用方便抽样的方

法对老年人进行抽样调查。纳入标准:(1)60岁及以

上;(2)意 识 清 晰;(3)自 愿 配 合 调 查。有 效 问 卷

284份。
1.2 调查方法 通过查阅参考文献,自行设计问卷

并询问相关专家意见后经预调查后形成最终问卷。
问卷包括人口学资料、家庭医生签约情况、患病情况、
养老服务需求情况。养老服务需求采用李克特量表5
级评分法。养老服务需求通过因子分析得到诊疗服

务、康复护理、预防保健、中医服务、健康管理与教育、
心理 健 康 6 个 维 度。问 卷 Cronbach's

 

α 系 数 为

0.852,KMO检验系数为0.896,Bartlett球形检验

P<0.001,显示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1.3 统计学处理 数据使用SPSS26.0进行分析,运
用χ2 检验分析患病情况,ANOVA 检验、Kruskal-
Wallis

 

H 检验与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养老服务需求,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共调查284人,其中男171
人,慢性病共病50人;女113人,慢性病共病36人。
60~65、>65~70、>70~75、>75岁人数分别为69、
71、66、78人。具体见表1。
2.2 老年人家庭医生式医养结合居家养老服务需求

单因素分析 对不同特征老年人家庭医生式医养结

合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总得分进行单因素分析,发现

家庭医生签约情况及老年人患病情况对需求总得分

有影响,已签约家庭医生的老年人及慢性病共病的老

年人需求总得分高。具体情况见表2。

表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n(%)]

项目 总人数(n) 未患慢性病(n=128) 单一慢性病(n=70) 慢性病共病(n=86) χ2 P

性别 1.179
 

0.555
 

 男 171 75(43.9) 46(26.9) 50(29.2)

 女 113 53(46.9) 24(21.2) 36(31.9)

年龄(岁) 21.622
 

0.001
 

 60~65 69 45(65.2) 13(18.8) 11(15.9)

 >65~70 71 31(43.7) 21(29.6) 19(26.8)

 >70~75 66 19(28.8) 19(28.8) 28(42.4)

 >75 78 33(42.3) 17(21.8) 28(35.9)

婚姻 0.326
 

0.850
 

 已婚 246 112(45.5) 61(24.8) 73(29.7)

 其他 38 16(42.1) 9(23.7) 13(34.2)

居住情况 2.299
 

0.317
 

 与伴侣 191 92(48.2) 45(23.6) 54(28.3)

 其他 93 36(38.7) 25(26.9) 32(34.4)

医保类型 3.653
 

0.455
 

 城镇职工 178 82(46.1) 47(26.4) 49(27.5)

 城乡居民 99 44(44.4) 22(22.2) 33(33.3)

 其他 7 2(28.6) 1(14.3) 4(57.1)

家庭医生签约情况 8.085
 

0.018
 

 已签约 48 13(27.1) 14(29.2) 21(43.8)

 未签约 236 115(48.7) 56(23.7) 65(27.5)

表2  影响老年人家庭医生式医养结合居家养老服务

   需求单因素分析

变量 n 需求得分(x±s,分) t/F P
性别 0.654 0.712
 男 171 2.53±0.63
 女 113 2.48±0.63
年龄(岁) 0.733 0.533
 60~65 69 2.45±0.62
 >65~70 71 2.52±0.65

续表2  影响老年人家庭医生式医养结合居家养老服务

   需求单因素分析

变量 n 需求得分(x±s,分) t/F P
 >70~75 66 2.47±0.65
 >75 78 2.59±0.59
婚姻状况 0.440 0.660
 已婚 246 2.50±0.64
 其他 38 2.55±0.57
居住情况 -1.560 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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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影响老年人家庭医生式医养结合居家养老服务

   需求单因素分析

变量 n 需求得分(x±s,分) t/F P
 与伴侣 191 2.47±0.64
 其他 93 2.59±0.60
签约情况 3.489 0.001
 已签约 48 2.79±0.59
 未签约 236 2.45±0.62
患病情况 20.998 <0.001
 未患慢性病 128 2.28±0.50
 单一慢性病 70 2.58±0.64
 慢性病共病 86 2.80±0.67

2.3 不同慢性病数量老年人家庭医生式医养结合居

家养老服务需求分析 对患不同慢性病数量的老年

人在家庭医生式医养结合居家养老服务6个维度上

的需求进行分析,发现患慢性病数量的差异对养老服

务需求各维度存在影响,进行两两比较后发现不同慢

性病数量老年人对不同的服务需求存在差异。详见

表3。
2.4 老年人家庭医生式医养结合居家养老服务需求

回归分析 以家庭医生式医养结合居家养老服务需

求总分作为因变量,以慢性病共病情况,家庭医生服

务签约情况及人口学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

回归分析。发现慢性病共病、家庭医生签约情况会对

养老服务需求造成影响。详见表4。

表3  不同慢性病数量老年人家庭医生式医养结合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情况(x±s,分)

养老需求维度 未患慢性病(n=128) 单一慢性病(n=70) 慢性病共病(n=86) 统计量 P

诊疗服务 2.60±0.84bc 2.97±0.99a 3.22±0.96a 12.282F <0.001

康复护理 2.11±0.63c 2.37±0.80c 2.70±0.85ab 27.182H <0.001

预防保健 2.96±0.87bc 3.36±0.69ac 3.65±0.76ab 20.158F <0.001

中医服务 2.55±0.98c 2.65±1.04 2.94±1.02a 3.966F 0.020

健康管理与教育 2.35±0.79bc 2.84±0.92a 3.05±0.91a 18.220F <0.001

心理健康 1.10±0.38b 1.29±0.48a 1.25±0.46 8.162H 0.017

  注:a、b、c分别表示本组与未患慢性病组、单一慢性病组、慢性病共病组比较时,P<0.05;F表示 ANOVA检验;H 表示 Kruskal-Wallis
 

H
检验。

表4  家庭医生式医养结合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影响因素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因素
回归系数

(B)
标准误

标准系数

(β)
t P

常量 2.699 0.233 - 11.570 <0.001

患病情况 0.240 0.042 0.328 5.700 <0.001

性别 -0.043 0.072 -0.033 -0.598 0.550

年龄 0.003 0.032 0.005 0.086 0.931

居住情况 0.106 0.087 0.080 1.225 0.221

婚姻状况 -0.023 0.120 -0.013 -0.195 0.846

签约情况 -0.249 0.094 -0.148 -2.635 0.009

  注:—表示无此项;模型 R2=0.157,调整后 R2=0.138,F=

8.578,P<0.001。

3 讨  论

3.1 慢性病共病老年人对家庭医生式医养结合居家

养老服务需求程度最高 本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医生

式医养结合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在不同慢性病数量老

年人之间存在差异,慢性病共病的老年人在诊疗、预
防保健、康复护理、中医服务、健康管理与教育这5个

维度的差异在未患慢性病老年人与慢性病共病老年

人之间比较时均具有显著性,而单一慢性病老年人仅

仅在康复护理、预防保健这2个维度上与慢性病共病

老年人比较具有显著差异。家庭医生签约情况同样

是影响因素之一,具有最高签约比例慢性病共病的老

年人对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最高。庄洁等[5]研究也表

明,慢性病共病老年人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需求也

高于单一慢性病与未患慢性病老年人。年龄对慢性

病造成影响,高龄老年人更容易患慢性病共病,这与

高杨等[6]研究结果相似。慢性病共病老年人身体状

态、生命健康与生活质量也受共病影响严重[7-9],需要

专业人员提供的医养服务。研究表明,患慢性病数量

对家庭医生式医养结合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影响是

最为显著的,高龄慢性病共病老年人最需要家庭医生

提供专业服务。因此,开展家庭医生式医养结合居家

养老服务,首先需要保证高龄慢性病共病老年人的需

求,以诊疗服务、保健服务、与健康管理为重点。在诊

疗方面,可开展慢性病定期体检复查、药物剂量指导、
长处方服务等;对于保健,应该为老年人提供有针对

性的康复训练;而健康管理可根据实际情况变化,拟
定相适应的管理计划。

3.2 单一慢性病老年人家庭医生式医养结合居家养

老服务需求具有多样化特点 本研究结果显示,患某

种单一慢性病的老年人家庭医生式医养结合居家养

老不同的服务表现出不同的需求。在诊疗服务、预防

保健、健康管理与教育、心理健康这4个维度上得分

均高于未患慢性病老年人,而对康复护理的需求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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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出与未患慢性病老年人相类似的趋势;对诊疗服

务、健康管理与教育、心理健康服务这3个维度上的

需求得分与慢性病共病老年人相类似,而康复护理、
预防保健这2个维度上得分低于慢性病共病老年人。
与慢性病共病老年人情况类似,单一慢性病老年人在

预防保健、诊疗服务、健康管理与教育3个维度需求

得分较高,心理健康需求得分较低。这与许星莹等[10]

的发现相似。因此,考虑单一慢性病老年人对各类服

务的需求是最灵活的,在以保健服务、诊疗服务与健

康管理为主的基础服务模式上,需要设置可供选择的

中医服务、康复服务及心理健康服务等,提高卫生资

源的配适度与利用率,增加家庭医生式医养结合居家

养老服务模式的灵活性。

3.3 重视对未患病老年人的健康宣教 本研究结果

显示,未患慢性病老年人对家庭医生式医养结合居家

养老服务需求得分低于单一慢性病老年人与慢性病

共病老年人,这种趋势不仅表现在家庭医生式医养结

合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程度的总得分上,也表现在各个

需求维度的得分上。未患慢性病的老年人在社区养

老中有自身的优势[11],徐翠等[12]研究也发现,健康管

理类与养生保健类的服务是未患慢性病老年人比较

喜欢的,而生活照料类服务需求低。因此,形成健康

的生活方式是健康老年人居家养老的重点,通过科学

合理的饮食、锻炼等活动,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发挥

健康老年人的优势,进一步提高健康水平与生活质

量,形成“以健康促健康”的局面。此外,也需要加强

对健康老年人的健康宣教,使老年人认识健康管理的

重要性,推广家庭医生式医养结合居家养老模式,提
高老年人对家庭医生的接受度,提高老年人对科学健

康管理的重视。
综上所述,完善家庭医生式医养结合居家养老服

务模式,需要以慢性病共病老年人最需要的诊疗保健

与健康管理类服务为重点项目,中医服务、心理服务

等作为灵活可选项目,同时在社区内开展健康宣教,
最终促进我国家庭医生式医养结合居家养老模式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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