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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背景下社区老年人中医药服务研究

曹艳霞 任春燕

榆林学院 陕西 榆林 719000

摘要：社区作为老年人接受医疗卫生服务的重要场所，由于老年人在身体状况以及疾病上的

特殊性，使得中医药服务在社区医疗服务中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对于相关部门来说，需提

高对于老龄化的重视程度以及对于中医药服务的重视程度，科学制定社区老年人中医药服务

计划，提高社区服务质量。本文分析老龄化背景下社区老年人中医药服务的积极作用，并提

出老龄化背景下社区老年人中医药服务策略，旨在为今后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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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近年来，我国的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

截止至 2024 年底，中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数量

达到 3.1 亿人，占总人口比重的 22.0%，65 岁

及以上人口数量达到 2.2 亿人，占总人口比重

的 15.6%，表明我国已经进入到中度老龄化社

会。在榆林地区，截至 2024 年底，榆林市户

籍总人口为 386.18 万人，其中 60 岁以上老年

人口数量为 74.48 万人，占比达到 19.29％，

70 周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为 34.94 万人，占

比达到 9.05%，使得养老问题以及医疗问题均

成为社会上的热点话题。社区健康服务在老年

人健康管理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中医药服务具

有较好的系统性，涵盖中医医疗、预防、保健

以及康复等多个方面，可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

健康需求。在今后社区开展针对老年人的健康

服务中，也需利用中医药服务开展，提高老年

人的健康水平。

一、老龄化背景下社区老年人中医药

服务的积极作用

（一）提高老年人的健康管理水平

中医药属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随着我国大力推进精神文明建设进程，

使得中医药文化受关注度较高。由于中医药文

化倡导“治未病”理念，与老年人的健康需求

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促进了中医药服务在社区

老年人健康服务中的应用。从老龄化背景下社

区老年人中医药服务的积极作用来看，其可提

高老年人的健康管理水平。在具体的表现上，

中医药服务促使社区围绕中医理念开展针对

老年人的健康管理，可使得老年人的身体素质

得以提高。并且老年人患上慢性病的几率较高，

而中医药在防治慢性病上具有较强的优势，可

基于中医药方法开展对于老年人的慢性病管

理，延缓慢性病的进展，降低老年人发生并发

症的几率。针对一些常见的老年人疾病，例如

感冒、失眠以及头痛等，中医药不仅具有较好

的疗效，且副作用发生几率较低，提高了老年

人疾病治疗效果。除此之外，中医药在部分疾

病的康复中具有较好的效果，例如其中的推拿

以及针灸等可作为老年人疾病的护理手段，不

仅提高了老年人的康复效果，更提高了老年人

的生活质量
[1]
。

（二）促进传统中医药文化的传承

从文化传承的角度进行分析，针对社区老

年人的中医药服务还可起到促进中医药文化

传承的作用。在具体的表现上，社区作为居民

居住的场所，属于社会构成中的单位之一。而

社区积极开展老年人的中医药服务，可使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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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得以广泛传播，提高公

众对于中医药的重视程度，激发公众了解并使

用中医药服务的积极性。并且社区的中医药服

务开展形式较为灵活，例如文化讲座以及养生

体验等，可扩大中医药的影响力，促进中医药

文化在新时期的多元化传播。

二、老龄化背景下社区老年人中医药

服务的策略

（一）构建完善的中医药服务体系

为更好地发挥中医药服务的积极作用，在

老龄化背景下，社区应做好对于老龄化现状的

具体分析，结合实际情况构建完善的中医药服

务体系，为后续针对老年人的高质量服务做好

准备。在服务体系的建设上，可结合中医药不

同的领域设计相应的服务内容。以中医药的预

防为例，可为社区老年人提供检查服务，并为

老年人建立档案，结合老年人不同的身体状况

以及对于养生保健的不同需求制定不同的养

生预防方案，例如饮食调理方案、运动锻炼计

划以及情志调节计划等，提高老年人的疾病预

防效果。而在中医药治疗中，应将中药治疗以

及中医治疗均纳入到针对老年人的服务范围

内，为老年人提供健全的中药服务，并设置中

医的针灸、推拿、艾灸、穴位贴敷以及拔罐等

服务项目，确保能够满足老年人对于中医药服

务的基本需求。除此之外，可将中医的保健养

生纳入到服务体系中，指导老年人科学的养生

方法，促使老年人养成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
[2]
。

（二）创新中医药服务形式

1.信息技术形式

在传统社区开展老年人中医药服务的过

程中，部分社区由于受到落后管理理念以及诊

疗理念的影响，所提供的中医药服务存在形式

单一的问题，仅能在老年人患上疾病之后为其

提供相应的服务，无法扩大中医药文化的影响

力，也无法更好地发挥中医药的积极作用。在

老龄化背景下，社区不仅需构建完善的中医药

服务体系，更应针对中医药服务形式进行创新，

以此来便利老年人的使用。随着我国科学技术

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信息技术成为人们重要

的生活方式之一，由于信息技术在传递信息与

展示信息上具有较强的优势，使得其可作为社

区老年人中医药服务形式之一。在实施中，社

区应建立老年人中医药服务平台，在平台中完

善挂号功能、咨询功能、健康档案查询功能以

及健康知识科普功能等，引导老年人结合自己

的实际需求进行选择。同时，社区应完善远程

诊疗功能的建设，使得老年人足不出户即可享

受高质量的中医药服务，实现中医药服务的线

上与线下有机结合，提高社区老年人中医药服

务质量。

2.实践活动形式

在创新社区老年人中医药服务形式的过

程中，实践活动形式也具有较高的应用优势，

不仅可使得老年人学习更多的中医药知识，更

可起到丰富老年人晚年生活的作用。在实践活

动的设计上，社区可组织讲座活动，围绕中医

药文化为老年人打造一系列的讲座，例如中医

养生知识讲座以及中医药科普讲座活动等，也

可为老年人设计中医药体验活动，使得老年人

在体验的过程中加深对于中医药文化的了解。

由于中医药文化与多个领域内容均存在一定

的关联性，社区还可增加与相关机构的合作，

打造有特色的中医药文化活动。例如可与养老

机构进行合作， 将中医药服务作为养老机构

的特色服务之一，为老年人提供中医调理活动

以及食谱定制等服务。也可将社区养老以及社

区医疗进行结合，为居家养老的老年人提供中

医药上门服务，例如诊脉、开药以及康复护理

等。更可与健身机构进行合作，组织老年人练

习太极拳以及八段锦等，使得老年人在丰富多

彩的中医药服务中真正提高身体健康水平
[3]
。

（三）做好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中医药服务涉及到较多的专业内容，对于

工作人员的专业服务水平具有较高的要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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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由于中医药服务在社区健康服务中

的占比较小，使得部分社区在人才队伍的建设

上存在不足，缺乏专业的中医药服务人才，且

针对已有人员的培训存在欠缺，制约了社区中

医药服务质量的提高。在老龄化背景下，社区

还需从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入手，打造高素质的

工作人员队伍。在实施中，一方面，社区应结

合实际情况制定人才引入计划，提高工作人员

的薪酬福利待遇，拓宽人才引入渠道，吸引高

素质的人才进入到社区承担中医药服务工作。

也可与专业机构共同开展中医药服务人才的

培养，优化中医药专业课程设置，增加社区中

医药服务相关的课程内容，例如社区中医预防

保健、中医康复护理以及中医健康管理等，使

得学生系统化地掌握社区中医药服务知识与

技能。在人才培养中，可采用订单式的培养方

式，使得所培养出的人才满足社区中医药服务

所需
[4]
。

另一方面，针对已有的工作人员，需改革

培训体系。在培训内容的制定上，需将中医基

础理论、临床诊疗技术、中医康复技术以及中

医药适宜技术等均纳入到针对工作人员的培

训范围内，丰富其专业知识积累。由于老年人

在身心上的特殊性，需将老年人常见疾病以及

相应的心理学知识等也作为针对工作人员开

展培训的重要内容，便于工作人员有针对性地

开展工作。在培训方式上，由于中医药涵盖领

域较为广泛，可将理论知识培训与实践操作培

训进行有机结合，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技能，

从人才的层面上夯实社区老年人中医药服务

基础
[5]
。

（四）完善保障体系建设

完善的保障体系是提高社区老年人中医

药服务质量的有效助力。在保障体系的建设上，

一方面，需做好制度层面上的保障。完善相关

政策法规，出台支持社区中医药服务发展的专

项政策，明确社区中医药服务的地位与作用，

加大对于社区中医药服务的扶持力度。也可完

善医保政策，将更多的中医药服务项目与中药

品种纳入到医保报销范围内，提高报销比例，

降低老年人的就医负担。还需针对社区中医药

服务出台监管机制，制定统一的服务标准以及

操作规范，明确中医药服务的项目内容、服务

流程、质量要求以及收费标准等，提高社区中

医药服务的标准化与规范化。除此之外，政府

应建立健全服务质量管理制度，加强对于中医

药服务过程的监督与管理，定期针对服务质量

开展评价，及时发现并解决存在的问题，不断

提高中医药服务质量。另一方面，需做好资源

层面上的保障。政府应加大对于社区中医药服

务的资金投入力度，加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

中医药科室建设，保证每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均设置中医科、中药房以及针灸推拿科等，并

为其配备完善的中医诊疗设备以及中药品种，

使得居民获得全面的中医药服务。还可引导相

应的医疗机构共同建立医联体，促进优质中医

药资源的下沉，使得社区老年人接受到更高质

量的中医药服务。

结语

社区积极开展老年人中医药服务不仅可

提高老年人的健康管理水平，更可促进传统中

医药文化的传承。在老龄化背景下，社区在开

展老年人中医药服务的策略上，需构建完善的

中医药服务体系，并针对中医药服务形式进行

创新，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医药的积极作用，提

高我国社会的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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