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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范   围

    本规范规定了养老机构护理服务质量的基本标准。

本规范适用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经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政厅和区县

民政局批准注册的各类不同等级、不同规模的养老服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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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 (不包括勘误的内容 )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但

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不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4789 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GB 5980 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卫生标准。

GB 15981 消毒与灭菌效果评价方法与标准。

GB 15982 医院消毒卫生标准。

DB 11/T 149 养老服务机构院内感染控制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1989 年 2 月 21 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1995 年 10 月 30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1998 年 6 月 26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1999 年 3 月 15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食品加工、销售、饮食业卫生五四制 1960 年卫生部、商业部发布。

《卫生技术人员职务试行条例》，1986年 3月 15日中央职称改革工作小组发布。

《医院药剂管理办法》1989 年 2 月 27 日卫生部发布。 

《医药卫生档案管理暂行办法》1991 年 3 月 9 日卫生部、国家档案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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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管理条例》1994 年 2 月 26 日国务院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护士管理办法》1994 年 1 月 1 日卫生部发布。

《消毒管理办法》1994 年 1 月 4 日卫生部发布。

《老人社会福利机构基本规范》2001 年 2 月 6 日民政部发布。

《消毒技术规范》1999 年 9 月 29 日卫生部发布。

《医院感染规范（试行）》2010 年 12 月 6 日卫生部发布。

     老年人能力评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2013-8-29。



004

宁夏养老护理服务质量规范

第 3 章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术语和定义。

3.1 养老服务机构定义

3.1.1 敬老院

    为老年人养老服务的社会福利事业组织，又称养老院，西方国家的养老院通常

由地方政府或慈善机构主办，接受靠福利救济或低收入的老人，中国的敬老院是在

农村实行“五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3.1.2 福利院

    是国家、社会及团体为救助社会困难人士、疾病老人而创建的用于为他们提供

衣食住宿或医疗条件的爱心福利院场所。

3.1.2.1 社会福利院

    主要任务是收养市区“三无”老人，孤残儿童、弃婴，实行养、治、教并举的

工作方针，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

3.1.2.2 老年社会福利院

   享受国家一定数额的经济补助，接待老人安度晚年而设置的社会养老服务机构，

设有起居生活、文化娱乐、医疗保健等多项服务设施。

3.1.3 养老院

   主要是为老人提供集体居住，并具有相对完整的配套服务设施。是综合接待自

理老人、介助老人、介护老人安度晚年而设置的社会养老服务机构，设有生活起居、

文化娱乐、康复训练、医疗保健等多项服务设施。

3.1.4 老年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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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专供老人集中居住，符合老年体能心态特征的公寓式老年住宅，具备餐饮、

清洁卫生、文化娱乐、医疗保健服务体系，是综合管理的住宅类型。

3.1.5 护老院

    专为接待介助老人(生活行为依赖扶手、拐杖、轮椅和升降设施等帮助的老人。)

安度晚年而设置的社会养老服务机构，设有生活起居、文化娱乐、康复训练、医疗

保健等多项服务设施。

3.1.6 护理院

    是指由医护人员组成的，在一定范围内，为长期卧床老人、残疾人、临终老人、

绝症晚期和其他需要医疗护理的老人提供基础护理、专科护理，根据医嘱进行支持

治疗、姑息治疗、安宁护理，消毒隔离技术指导、社区老年保健、营养指导、心理

咨询、卫生宣教和其他老年医疗护理服务的医疗机构。

3.1.7 托老所

    为短期接待老人，提供托管服务的社区养老服务场所，分为日托、全托、临时

托等。

3.2 老人的定义

3.2.1 老人

是指 60 及 60 岁以上的老人。

3.2.2 生活自理的老人  

   通过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测试，独立活动能力良好，无需帮助的老人。

3.2.3 生活半自理的老人（半失能）  

   经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测试，具有部分独立活动能力，需要部分、具体帮助或指

导的老人。

3.2.4 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老人（失能）

   通过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测试，无任何独立活动能力，日常生活均需要他人代劳

的老人。

    注：按国际通行日常生活能力量表，吃饭、穿衣、上下床、上厕所、室内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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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澡 6项指标，一到两项“做不了”的，定为“轻度失能”，三到四项“做不了”

的定为“中度失能”，五到六项“做不了”的定为“重度失能” 。重度失能老人

属完全不能自理，生活全靠别人扶助。半失能包括“轻度失能”和“中度失能”，

生活基本不能自理的人。

3.3 养老服务定义

3.3.1 养老服务

为老人提供必要的生活服务，满足其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基本需求。

3.3.2 老年护理 

    是以老人为主体，从老人身心、社会文化的需要出发，去考虑老人的健康问题

及护理措施，满足老人的实际需要。

3.3.3 生活照料服务  

向老人提供饮食起居、清洁卫生照料的过程。

3.3.4 护理服务  

   经护理干预，对老人提供连续、综合性的医疗、护理、康复等一系列健康活动。

3.3.5 安全服务  

按老人需求，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采取安全防护措施的活动。

3.3.6 医疗保健服务  

为老人提供医疗、康复、预防、保健等综合性服务的过程。

3.3.7 膳食服务  

按营养学、卫生学要求，向老人提供均衡饮食的过程。

3.3.8 心理 / 精神慰藉服务

经过语言、文字等媒介，使老人的认知、情感和态度有所改善，增强适应性，

保持和增进身心健康的过程。

3.3.9 环境卫生服务 

为老人提供居室及外部环境清洁卫生照顾的过程。

3.3.10 休闲娱乐服务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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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开展有益于老人身心健康的文化体育娱乐活动。

3.3.11 协助医疗护理服务  

协助医疗、养老护理人员，完成职责范围内的医疗护理活动。

3.3.12 陪同就医服务  

陪同老人到医疗机构就医的服务过程。

3.3.13 咨询服务

    专业人员为老人提供顾问服务，帮助确定和分析相关问题，推荐问题的解决方

案，必要时为这些解决方案的实施提供帮助。

3.3.14 通讯服务

提供通讯设备，协助老人与家属和社会联系的过程。 

3.3.15 教育服务

有组织、有计划对老人开展各类有教育意义的活动。

3.3.16 购物服务  

按老人需求，协助或帮助其购买生活用品。

3.3.17 委托服务 

接受老人委托，帮助其解决日常生活需求的过程。

3.3.18 健康评估服务

为申请养老服务需求的老人提供健康状况系统评估和健康等级划分。

3.3.19 安宁服务  

帮助临终老人减少死亡前痛苦并对其家属提供精神慰藉的过程。

3.3.20 相关第三方  

为老人提供资金担保、监护或委托代理责任的人或组织。

3.4 老年护理服务定义

3.4.1 老年保健

是在平等享用卫生资源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使老人得到基本的医疗、

康复、保健、护理等服务，以维持和促进老人的健康。   

3.4.2 老年自我保健

是指老人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医学知识和科学的养生保健方法、简单易行的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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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手段，依靠自己和家庭或周围的力量对身体进行自我观察、诊断、预防、治疗、

护理、保健。

3.4.3 心理健康

是指身体、智能及情感与他人心理健康不相矛盾的范围内，使个人心境发展成

最佳状态。

3.4.4 焦虑

是人们预期将要发生危险或不良后果时所表现的紧张、恐惧和担忧等综合性

情绪。

3.4.5 抑郁

是个体失去某种其重视或追求的东西时产生的态度体验，是一种常见的情绪反应。

3.4.6 孤独

是个体失去某种其心灵的隔膜，是一种被疏远、被抛弃和不被他人接纳的情绪

体验。

3.4.7 自卑

是自我评价偏低，自愧无能而丧失自信，伴有自怨自艾、悲观失望的一种消极

情感体验。

3.4.8 心理健康评估

是应用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人的心理品质及其水平做出的综合评定。

3.4.9 健康评估

系统的、有计划的收集评估对象的健康资料，并对资料的价值进行判断的过程。

3.4.10 文化休克

     是指人们生活在陌生文化环境中所产生的迷惑与失落的经历。

3.4.11 老年药动学

研究药物在老人体内吸收、分布、代谢、排泄、药浓度随时间发生变化的科学

规律。

3.4.12 跌倒

是指在平地行走或从稍高处摔倒在地的现象，是老人最常见也最严重的健康

问题。

3.4.13 疼痛

是机体由于受到伤害刺激而产生痛觉反应，是老人常见症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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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4 便秘

是指排便困难，次数每周少于 3 次，便干结，便后无畅快感，是老人常见症状。

3.4.15 尿失禁

是指排尿失去控制，尿液不自主的流出，女性发病率高于男性。

3.4.16 大便失禁

     是指排便不受意识控制，大便不自主排出。

3.4.17 营养缺乏

老人较容易发生各类营养缺乏性疾病，其中以蛋白质－能量营养缺乏症—消瘦

最为常见。

3.4.18 呕吐

是由于食管、胃或肠道呈逆蠕动，并伴有腹肌强力痉挛性收缩，迫使食管或胃

内容物通过食管逆流出口腔的一种复杂的反射动作。

3.4.19 休息

是指一段时间内，相对地减少活动，使人从生理、心理上得到松弛并使体力、

精力得到恢复。

3.4.20 热应用

是指用高于人体温度的物质作用于老人局部或全身的皮肤、黏膜而产生热效应

的一种物理方法如热水袋、湿热敷等。

3.4.21 老年听力障碍

听觉系统衰老而引起的听觉功能障碍，出现特有双耳缓进性感音神经性耳聋。

3.4.22 老年视觉障碍

老人因晶状体逐渐失去弹性、调节能力减退而出现老视，尤其表现为近视视力

下降。

3.4.23 老人受虐待

是指老人受到家属或其他人精神或肉体上的摧残折磨，身心健康明显受损的现

象。如打骂、冻饿老人，抢夺其财物、干涉其婚姻，侵犯合法权益，有病不予治疗，

强迫进行力不能及的劳动等。

3.4.24 老年病

是指进入老年期与增龄相关的、发病率明显增高的疾病。其特点为“三高一低”

即患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自理能力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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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5 老年期抑郁症

是指老年期（≥60岁）这一特定人群与大脑器质性病变无关的精神疾病，包括

原发性抑郁（青年或成年期发病，老年期复发）和老年期的各种继发性抑郁。

3.4.26 老年性痴呆

是指老年期大脑退行性病变、脑血管病变和脑外伤、肿瘤、感染、中毒、代谢

障碍等所致。

3.4.27 老年骨质疏松症

是骨组织细微结构破坏、骨量减少、骨骼强度降低和骨折危险性增加为特征的

代谢性骨病。

3.4.28 老年退行性骨关节病

是关节软骨发生退行性变，引起关节软骨完整性破坏以及关节边缘软骨下骨板

病变，继而导致关节症状和体征的一组慢性退行性关节疾病。

3.4.29 慢性支气管炎

是指支气管壁的慢性、非特异性炎症。以慢性反复发作的咳嗽、咳痰或伴有喘

息为临床特征。

3.4.30 慢性阻塞性肺气肿

是指终末细支气管远端的气道弹性减退、过度膨胀、充气和肺容量增大，伴有

道壁的破坏。

3.4.31 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

是气流受限为特征呈进行性发展的肺部疾病，与慢支和肺气肿密切相关。

COPD 是老年常见病，随年龄增高而增多。

3.4.32 老年高血压

是指 60岁以上的老人，非同日血压持续在收缩压≥ 140mmHg 和舒张压≥ 90mmHg

三次以上者。老年高血压是导致老人脑卒中、冠心病、充血性心力衰竭、肾衰竭和

主动脉瘤发病率和死亡率升高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

3.4.33 老年冠心病

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简称，指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使血管腔狭窄或阻

塞，造成心肌缺血、缺氧或坏死而导致的心脏病。

3.4.34 老年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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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组代谢内分泌病。指 60 岁以上的老人胰岛素分泌不足或胰岛素作用障碍，

引起血糖升高，蛋白质、水与电解质等紊乱。

3.4.35 老年脑梗死

是局部脑组织因血液推注障碍而发生的变性坏死，常表现为急性起病的局灶性

神经功能障碍。主要包括脑血栓形成和脑栓塞两大类。

3.4.36 脑出血

是指脑内的血管破裂导致出血，又称脑溢血，是急性脑血管病中最严重的一种，

死亡率高。

3.4.37 心肌梗死

是指在冠状动脉病变的基础上，冠状动脉的血流急剧减少或中断，使相应的心

肌出现严重而持久的缺血，最终导致心肌缺血性坏死。

3.4.38 心脏骤停

是指心脏射血功能突然中止。心脏骤停发生后，由于脑血流突然中断，10s 钟

左右患者即可出现意识丧失，大部分患者将在 4 ～ 6min 内开始发生不可逆脑损害，

如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常致老人即刻死亡，即心脏性猝死。

3.4.39 心肺脑复苏术（CPCR）

指当任何原因引起呼吸和心搏骤停时，在体外所实施的基本急救操作和措施，

其目的的保护脑和心脏等重要脏器，促进神经系统功能恢复，并尽快恢复自主呼吸

和循环功能。

3.4.40 老人的临终护理

是养老护理人员运用各种知识与技能对处于临终状态的老人给予精心照顾，包

括生理、心理、社会等方面的护理，是临终关怀的重要组成部分。

3.4.41 临终照顾

是一种特殊的卫生保健服务，由多学科、多方面的专业人员组成的临终关怀团

队，为临终老人及其家属提供全面的医护照顾，它不完全以延长老人生存时间为目

的，而是以提高老人临终的生存质量为宗旨，对老人采取生活照顾、心理疏导、姑

息治疗，以缓解老人病痛，维护老人尊严，在弥留之际舒适、安宁地走完人生最后

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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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2 临终护理

是对那些已失去治愈希望的老人在生命即将结束时所实施的一种积极的身心护

理，是临终关怀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提供精心照顾，尽最大努力、最大限度

地减轻老人痛苦，稳定情绪，缓和对死亡的恐惧与不安，维护其尊严，提高尚存的

生命质量，使临终老人安宁、平静地度过人生最后的旅程。

3.4.43 消毒

是指把物品上的微生物（包括细菌繁殖、病毒等）的数量减少到不致病的程度。

3.4.44 隔离

是把传染病人或带菌者在传染期间安置在指定地点，和健康人群隔开，并对具

有传染性的分泌物、排泄物、用具等集中消毒，以达到防止病原微生物直接或间接

传染给他人的技术措施。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