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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分析国内养老机构老年人服务需求文献,了解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及未来趋势,为养老机

构老年人照护服务提供方向。方法 使用CiteSpace可视化文献分析软件分析来源为中国知网数据库2000-
2021年关于国内养老机构老年人需求的研究文献。结果 共检索出中文文献103篇;年度发文量整体呈上升

趋势;研究热点及前沿主要集中在对医养结合、智慧养老的研究;各研究机构、作者之间缺乏合作;老年人需求

呈多样化。结论 根据对养老机构老年人需求研究现状的分析结果,需鼓励机构之间和研究者之间的合作网

络构建,提高其在老龄化社会治理中的现实应用程度,并进一步推动多样化、个性化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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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literature
 

on
 

the
 

service
 

needs
 

of
 

the
 

elderly
 

in
 

the
 

elderly
 

care
 

in-
stitutions

 

in
 

China,understand
 

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future
 

trends
 

in
 

this
 

field,and
 

provide
 

the
 

direction
 

for
 

the
 

elderly
 

care
 

services
 

in
 

the
 

elderly
 

care
 

institutions.Methods CiteSpace
 

visual
 

literature
 

analysis
 

soft-
ware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on
 

the
 

needs
 

of
 

elderly
 

people
 

in
 

the
 

elderly
 

care
 

institutions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21
 

in
 

CNKI
 

database.Results A
 

total
 

of
 

103
 

Chinese
 

literatures
 

were
 

retrieved.The
 

annual
 

publication
 

volume
 

showed
 

an
 

overall
 

upward
 

trend.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frontiers
 

mainly
 

focus
 

on
 

the
 

research
 

of
 

the
 

combination
 

of
 

medical
 

treatment
 

and
 

caring
 

and
 

intelligent
 

old-age
 

care.The
 

cooperation
 

between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authors
 

was
 

lack,and
 

the
 

needs
 

of
 

older
 

people
 

were
 

diverse.Conclusion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research
 

on
 

the
 

needs
 

of
 

the
 

elderly
 

in
 

the
 

elderly
 

care
 

institu-
tions,it

 

is
 

necessary
 

to
 

encourage
 

the
 

construction
 

of
 

cooperation
 

networks
 

between
 

institutions
 

and
 

research-
ers,improve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ese
 

networks
 

in
 

the
 

governance
 

of
 

an
 

aging
 

society
 

and
 

further
 

pro-
mote

 

diversified
 

and
 

personalized
 

service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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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第7次人口普查数据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
 

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
 

18.7%,65岁及以

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3.5%[1]。另一方面,随着家

庭人口结构的变化,机构养老是必然趋势。“十四五”
民政事业规划强调,推动养老机构发展,解决老年人

多层次、多维度及个性化的服务需求问题,指引养老

机构凭借新兴技术手段,构建“互联网+养老服务”和
智慧养老服务模式,发展服务新业态[2]。新时期养老

机构中的老年人对日常生活照料、康复促进、心理支

持等服务需求与日俱增,如何解决急剧增加的养老服

务需求成为我国必须解决的重大民生问题。本研究

通过知识图谱直观反映中国养老机构老年人服务需

求相关研究,呈现该领域研究现状和热点趋势,旨在

为进一步开展养老服务研究及实践提供方向。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

1.1.1 研究对象 检索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

2000-2021年关于国内养老机构老年人需求的研究

文献 作 为 研 究 对 象,共 检 索 出 符 合 要 求 的 论 文

103篇。

1.1.2 纳入标准 (1)CNKI
 

数据库公开发表的文

献;(2)研究对象为养老机构老年人;(3)研究内容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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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需求为主题。

1.1.3 排除标准 (1)重复发表文章;(2)非核心期

刊文章。

1.2 方法

1.2.1 检索方法 以“养老机构”“需求”为主题进行

检索。检索时间为2000-2021年。

1.2.2 文献分析 CiteSpace软件是由陈超美教授

团队开发的,是一种通过绘制知识图谱来生动直接地

展示某一学科领域的关键文献、热点研究和前沿方

向,多应用于信息科学、生命科学、管理学等领域[3]。
本研究采用该软件进行文献分析。

 

1.2.3 分析策略 将检索到的文献以refwork格式

导出,再将导出的数据导入
 

CiteSpace5.8.R3(64.bit)
软件,可视化分析时间设置为2000-2021年。时间

切片设置为1年,按所要分析的作者(author)、机构

(institution)、关键词(keyword)等作为术语来源勾

选,程序运行后即生成可视化知识图谱,从而借助可

视化图谱对养老机构老年人需求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进行分析。CiteSpace软件依据网络结构和聚类的清

晰度,使用了Modularity
 

Q值(Q值)和Mean
 

Silhou-
ette值(S值)作为评价图谱的绘制结果。Q值用来评

估聚类有效性,Q>0.3说明聚类有效,S>0.5一般认

为聚类合理,S>0.7认为聚类可信[4]。CiteSpace软

件中的关键词共现时间线图可显示不同时期研究的

发展历程,通过可视化的呈现能找到学科的演化路径

和基础文献。突现词是指某段时期内该领域突然被

很多学者研究,使关键词暴发出现。通过对突现词的

分析可把握未来的发展趋势和研究方向,突现率越高

研究前沿越明显。

2 结  果

2.1 文献年度分布 
 

因我国是2000年左右开始进

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故有关养老机构老年人需求的

研究文献从2000年开始。2000-2010年10年发文

量仅6篇,2011-2014年发文量6篇,呈缓慢起始阶

段,2015年是一个转折点,年发文量突破10篇,并保

持此增长态势。见图1。

2.2 作者分布 对相关文献的第一作者进行分析得

到节点数191,连线数224,网络密度
 

0.012
 

3。见图

2。发表文章数前5位者为张轶(22篇)、李嘉琪(18
篇)、徐桂华(5篇)、吴炳义(4篇)、刘晓楚(3篇)和井

淇(3篇)。养老机构老年人需求研究领域主要的作者

合作团队有6个,即以张轶和李嘉琪为主的作者团队

(南京理工大学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以吴炳义为主

的作者团队(潍坊医学院),以徐桂华为主的作者团队

(南京中医药大学),以刘晓楚为主的作者团队(西南

医科大学附属泸州市人民医院),以王硕为主的作者

团队(河北大学护理学院)。团队合作基本上是基于

共同的单位,缺乏跨单位的合作研究,作者团队与团

队之间关系不紧密,学术联系较弱。

图1  发文量变化趋势

图2  作者合著网络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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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关键词聚类 养老机构老年人需求研究文献的

关键词聚类共有170个关键词节点和386条连线。
聚类视图能体现出养老机构老年人需求领域中的热

门主题,共得到8个有意义的关键词聚类标签。见表

1。养老机构老年人需求聚类图谱中Q为0.692
 

1,S
为0.929

 

4,聚类有效且可信,反映出该领域文献以

“老年人需求”为研究热点。合并含义相近的关键词

形成表2。研究人群涉及老年人和失能老年人;研究

类型主要为描述性研究,且多为横断面调查,针对养

老机构老年人需求的调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前期

多为量性研究,从2014年才开始出现质性研究且发

文数量较少。影响养老机构老年人需求地位主要原

因为老龄化,产生的需求结果为医养结合和智慧养

老。首先是围绕“老年人”为节点的研究路径,这一研

究路径紧扣“老年人”的研究主体,从影响因素、需求

评估、生活质量等不同研究角度进行了多方向、多手

段的研究,提出了老年人需求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老年

人的生活质量和护理需求各不相同,护理工作要针对性

地满足老年人的护理需求,提高其生活质量,深化了对

养老机构老年人需求现状的了解,充实了养老机构需求

的研究内容。其次为围绕“老人”为节点的研究路径,以
其为切入点,众多学者对老龄化、智慧养老等问题形成

了这一视角下系统的研究成果。然后是围绕“机构养

老”为节点的研究路径,分析了其需求和现状。
表1  8个聚类的聚类成员列表

聚类标识
发表

年份
关键词

#0老年人 2014 老年人;影响因素;影响因素分析;生活质量;需

求评估

#1老人 2015 老人;老龄化;智慧养老;养老机构;老年人

#2机构养老 2017 机构养老;需求;现状;社会化服务;利用

#3康复治疗师 2017 康复治疗师;入住老人;康复服务;老年人;常州

地区

#4效度 2019 效度;德尔菲法;信度;医养结合;卡诺模型

#5养老服务 2017 养老服务;了解程度;中国台湾;作业治疗师;基

本内涵

续表1  8个聚类的聚类成员列表

聚类标识
发表

年份
关键词

#6分级照护 2015 分级照护;健康管理;照护需求;对应分析;老年

综合评估

#7失能老人 2017 失能老人;未满足;长期照护;老年人需求;调查

分析

表2  高频关键词及中心性

类别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研究人群 老年人 40 0.59

失能老人 3 0.03

研究类型 影响因素 20 0.04

信度 4 0.02

效度 4 0.02

质性研究 5 0.03

研究领域 养老机构 66 0.69

需求 服务需求 7 0.05

康复服务 7 0.25

养老需求 5 0.02

健康管理 2 0.06

心理需求 2 0.01

人才需求 2 0.00

医疗服务 2 0.00

需求结果 医养结合 10 0.18

智慧养老 2 0.00

老龄化 3 0.01

2.4 热点演进 通过对关键词进行突发性探测可以

明确某一时间段内的研究重点和热点、研究主题的分

布与变化。2000-2014年研究的热点为养老机构老

年人需求的影响因素;老年康复成为2016年当时的

研究热点;2019-2021年医养结合是重点关注对象;

2020年出现了智慧养老。随着时间的演变新的关键

词逐渐出现,在我国形成新的研究热点,如医养结合、
智慧养老等。见表3。

表3  关键词突现情况

关键词 年份 强度 起止年 2000-2021年

影响因素 2000 7.20 2000-2014 ▃▃▃▃▃▃▃▃▃▃▃▃▃▃▃▃▂▂▂▂▂▂

天津市 2000 0.69 2000-2000 ▃▂▂▂▂▂▂▂▂▂▂▂▂▂▂▂▂▂▂▂▂▂

社会工作 2000 0.69 2004-2004 ▂▂▂▂▃▂▂▂▂▂▂▂▂▂▂▂▂▂▂▂▂▂

等级护理 2000 0.68 2007-2007 ▂▂▂▂▂▂▂▃▂▂▂▂▂▂▂▂▂▂▂▂▂▂

三河市 2000 0.68 2008-2008 ▂▂▂▂▂▂▂▂▃▂▂▂▂▂▂▂▂▂▂▂▂▂

福利院 2000 0.68 2008-2008 ▂▂▂▂▂▂▂▂▃▂▂▂▂▂▂▂▂▂▂▂▂▂

养老方式 2000 0.69 2009-2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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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3  关键词突现情况

关键词 年份 强度 起止年 2000-2021年

机构服务 2000 0.69 2009-2009 ▂▂▂▂▂▂▂▂▂▃▂▂▂▂▂▂▂▂▂▂▂▂

老年人 2000 0.98 2010-2011 ▂▂▂▂▂▂▂▂▂▂▃▃▂▂▂▂▂▂▂▂▂▂

创新照护 2000 0.68 2010-2010 ▂▂▂▂▂▂▂▂▂▂▃▂▂▂▂▂▂▂▂▂▂▂

卫生保健 2000 0.68 2010-2010 ▂▂▂▂▂▂▂▂▂▂▃▂▂▂▂▂▂▂▂▂▂▂

建筑设计 2000 0.68 2011-2011 ▂▂▂▂▂▂▂▂▂▂▂▃▂▂▂▂▂▂▂▂▂▂

山东省 2000 0.68 2013-2013 ▂▂▂▂▂▂▂▂▂▂▂▂▂▃▂▂▂▂▂▂▂▂

机构养老 2000 1.93 2016-2017 ▂▂▂▂▂▂▂▂▂▂▂▂▂▂▂▂▃▃▂▂▂▂

老年康复 2000 1.12 2016-2016 ▂▂▂▂▂▂▂▂▂▂▂▂▂▂▂▂▃▂▂▂▂▂

需求评估 2000 1.21 2017-2017 ▂▂▂▂▂▂▂▂▂▂▂▂▂▂▂▂▂▃▂▂▂▂

健康管理 2000 0.81 2018-2019 ▂▂▂▂▂▂▂▂▂▂▂▂▂▂▂▂▂▂▃▃▂▂

医养结合 2000 1.49 2019-2021 ▂▂▂▂▂▂▂▂▂▂▂▂▂▂▂▂▂▂▂▃▃▃

分级照护 2000 1.08 2019-2019 ▂▂▂▂▂▂▂▂▂▂▂▂▂▂▂▂▂▂▂▃▂▂

现状 2000 1.08 2019-2019 ▂▂▂▂▂▂▂▂▂▂▂▂▂▂▂▂▂▂▂▃▂▂

老龄化 2000 0.91 2020-2021 ▂▂▂▂▂▂▂▂▂▂▂▂▂▂▂▂▂▂▂▂▃▃

信度 2000 0.81 2020-2021 ▂▂▂▂▂▂▂▂▂▂▂▂▂▂▂▂▂▂▂▂▃▃

效度 2000 0.81 2020-2021 ▂▂▂▂▂▂▂▂▂▂▂▂▂▂▂▂▂▂▂▂▃▃

智慧养老 2000 0.75 2020-2021 ▂▂▂▂▂▂▂▂▂▂▂▂▂▂▂▂▂▂▂▂▃▃

德尔菲法 2000 0.75 2020-2021 ▂▂▂▂▂▂▂▂▂▂▂▂▂▂▂▂▂▂▂▂▃▃

3 讨  论

3.1 发文作者分析 加强作者之间的合作网络关

系。因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处于不平衡状态,所以,
不同地区、不同经济条件下的老年人所需服务性质不

同、现状程度不同、解决方法也不同,不同的研究机构

和研究人员所关注的目标人群和研究角度也不尽相

同,具有各自的地域特点和技术手段。为更加全面地

了解养老机构老年人的真实需求就要加强不同研究

者之间的资料互通与学术交流。各省卫生机构与社

会组织应积极为养老机构老年人需求研究搭建学术

交流平台;研究人员可建立跨区域、跨学科的产学研

用合作,形 成 资 源 共 享、优 势 互 补、合 作 共 赢 的 局

面[5]。此外,还需要政府部门的推动、养老机构的参

与等多方联动。值得关注的是,在发文作者单位中关

于养老机构发文量最多的是南京理工大学设计与艺

术传媒学院,主要是养老机构设计与布局,说明不仅

重视老年人日常生活照护需求,还要关注老年人生活

环境领域[6],全方位满足其健康需求。

3.2 关键词聚类分析 通过统计文献的高频关键词

并对其进行聚类分析发现,研究对象从最初的老人/
老年人到后期出现的失能老人。随着年龄的增加老

年人生活自理能力逐步下降,产生失能和半失能的概

率会不断上升。2000年后我国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

口高龄化程度不断提高,失能和半失能老人规模也不

断扩大。葛延风等[7]在2020年时预测,我国在2030

年失能和半失能老人将达到7
 

711万人,2050年将达

到1.2亿人。老年人护理服务需求与老年人健康状

况密切相关。照护服务是失能和半失能老人的“刚
需”,即使生活能够自理的健康老人也存在一定程度

的护理服务需求。随着我国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口

数量的迅速增长,老年人健康不容乐观,对康复服务

等老年照护服务需求规模也将不断扩张,对专业护理

人才的需求也会快速上升。在养老机构中主要由养

老护理员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护理服务工作。但

目前我国养老护理员职业能力普遍欠缺,主要表现为

专业知识缺乏、临床护理能力不足、人文素养与法律

意识淡薄及管理能力不足等[8-11]。刘丹阳等[12]研究

表明,护理员对脑卒中康复护理知识的需求高于对生

活护理知识的需求。杨飒等[13]提出,养老机构应针对

老年人需求和养老护理员的照护能力的不同程度与

高等院校和社会保障机构等有关部门共同制定一种

规范化的人才培养模式。章琪等[14]指出,养老护理员

不可能替代专业的康复治疗师,提出要对现有的初、
中、高3个等级的养老护理员康复护理课程进行改

革,以减少康复护理过程中的错误,发挥养老护理员

在康复护理中的特定岗位优势,提高养老服务的质量

和老年人康复效果。同时,也需要更加专业的康复人

才,相对应的研究热点为#3康复治疗师。老年康复

服务能力建设和老年康复人才培养是积极老龄化的

重要环节[15]。2015年我国康复治疗师数量仅2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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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0.4名/10万人口,远低于中等及以上发达国

家。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与有关部门研究制定了《关
于加快推进康复医疗工作发展的意见》,提出争取到

2022年每10万人口拥有6名康复医师、10名康复治

疗师,到2025年每10万人口拥有8名康复医师、12
名康复治疗师[16]。面对以上需求和趋势,应加强养老

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满足老年人长期照护需求。一方

面,高校应加强社区康复和老年康复技能型人才的培

养[17];另一方面,医养机构可与高校签订合作培养协

议[18]。应用图谱分析的方式了解老年人的需求变化,
分析养老机构为老年人提供的服务中的欠缺之处,从
而提出建议促使机构改善服务,在为老年人提供生活

照料的同时为老年人带来更全面的身心照料,提高

“老有所养”水平。

3.3 研究热点及趋势分析 随着时代的发展,对老

年人需求的认识已逐步从注重个体层面、“生物性”向
“社会性”需要延申、从单纯强调“个体生存性”向“发
展性”扩展。对服务的需求主要受年龄、文化程度、收
支情况、用药种类、入住时间、居住方式、医疗保险类

型、服务满意度、生活自理能力情况不同等的影响。
每个时期研究的主要需求类型不同,服务类型侧重点

的变化从生活照料到医疗护理再到心理社会支持和

康复指导,这是由于高龄老人增速加快,空巢化加快

和失能老人在老年人中所占比例的上升。研究方法

从定量研究到定性研究的出现,有助于深度剖析养老

机构老年人的真实生活体验,以了解其感受和需

求[19],有利于为满足老年人不同需求和提高其晚年生

活质量提供科学支撑。但目前研究较少,这也是未来

的一个研究方向。随着2015年我国老龄化程度进一

步加深,与之相对应的是,老年人健康和照护问题的

增多,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多是患有高血压、糖尿

病和混合疾病等慢性疾病或是失能老人,这就导致了

老年人对生活照料和医疗服务的双重需求。与此相

对应的是,从2015年开始发文量增多,全社会对老年

人的关注度日益提高。同时,周国梁等[20]进行的调查

结果显示,当前研究对养老机构慢性病老年人关注较

少,其医疗和养老服务需求可能未完全满足。《国务

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提出,推动

医养结合发展,探索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合作的新模

式[21]。本研究表3的热点演进与之相吻合。“医养结

合”是集医疗卫生服务和养老为一体的新型模式,是
将生活护理和康复护理相结合的一种新型护理模式,
有利于促进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改善、家庭负担的减

轻,是实现积极老龄化、健康老龄化的必然举措[22]。
作为一种新兴养老服务模式,医养结合发展仍处于探

索时期,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推动下其未来的发展前景

良好。在我国老年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及需求的多

样性与特殊性的背景下,以互联网和信息传播等科学

技术为媒介的“智慧养老”应运而生。智慧养老是指

通过信息技术等现代科技(如互联网、
 

社交网络、物联

网、移动计算等),以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安全保证、医
疗保健、康复促进、休闲娱乐及学习分享等方面为中

心,为老年人的生活服务和健康管理提供支持,对涉

老信息进行自动监测、预警甚至主动处理,实现科技

与老年人友好、自主、个性化的智能互动,在大数据时

代备受青睐。因此,智慧养老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增

长[23]。提供多元化智能养老服务,大力发展适老化人

工智能技术,积极培育智慧养老与照护服务新业态,
提升养老照护服务的效率[24],配备具备语音识别、人
机对话、智能陪聊及提供老年人服药提醒的智能照护

机器人,向老年人提供便利、友好的养老服务[24],满足

老年人心理需求。因智慧化养老产品的研发要考虑

老年人的身体机能特点,因此,养老机构可与相关科

技企业达成合作,养老机构可将老年人最真实的使用

感受和最迫切的实际需求等有效信息及时反馈给科

技企业[25]。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先进设备,实现对老

年人照料,特别在为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喂饭、翻身、
换药、洗澡、康复等方面照料,这样不仅可减少护理员

的劳动时间,还能有效降低其劳动强度;同时,使用智

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可缓解养老护理员短缺现象[26]。
此外,根据本研究关键词突现情况可见,目前正处于

医养结合和智慧养老研究的发展时期,二者的研究开

始深入发展。近年来,越来越重视智慧养老领域的技

术、应用功能等方面的研究,研究者需将重点放在智

慧养老领域的热点方面,从多种视角和研究方法进行

深入分析和规范化研究。

3.4 本研究的局限性 文献纳入的局限性,本研究

选定了发文量较全面的国内中文数据库CNKI的核

心期刊进行分析,可能遗漏其他文献数据库关于此主

题的研究,导致结论可能存在偏倚,今后研究需进一

步改进完善。
综上所述,提升养老机构服务质量的前提是要充

分认识我国老年人群的特征和需求。随着当前“将老

未老”人群逐步进入老年阶段及智能化时代,老年人

的医养需求将快速增长。要实现积极老龄化,不仅需

要加强医疗卫生服务建设,而且需要技术和产业支撑

以实现以人为中心的智慧化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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