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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在农村失能老人长期照护中的应用

樊天玉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管理学院， 上海 ２０１６２０）

摘　 要： 随着中国老龄化速度的不断加快，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产业的需求也不断增大，而且在信息技术不断革新的时代，
“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也为中国的养老产业注入了新鲜血液。 本文以“互联网＋”的应用必要性分析为前提，提出“互联网＋”
应用模式的构建与运行方案，进一步提出“互联网＋”在农村失能老人长期照护中应用的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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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随着高龄化社会现象的日益突出，失能老人长

期照护的服务体系亟待完善，尤其是农村地区失能

老人的长期照护问题的解决更面临严峻的考验。
“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应运而生，进一步促进中国

养老产业的多元化发展，弥补农村失能老人长期照

护模式的不足。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民政部发布了《“互联

网＋民政服务”行动计划》，通过构建养老工作大数

据平台、智慧养老院示范项目等完善多主体参与、资
源共享、公平普惠的互联网养老服务供给体系［１］。
１　 “互联网＋”应用必要性分析

１．１　 传统照护模式的不足

农村失能老人的长期照护面临着多方面的压力，
包含家庭照护支撑的逐渐削弱、养老服务的供需力量

不足，以及发展不充分的社区失能老人照护服务。 随

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每位家庭成员承担的责任和

压力更重，并且子女为了谋生发生的空间转移以及家

庭人员结构的不断缩小，致使失能老人的子女对其长

期照护服务力不从心。 农村地区因其地域和经济条件

的限制，失能老人长期照护机构的规模，设施完善度以

及服务功能远不及城市失能老人长期照护机构的发展

程度，养老机构对失能老人的接受数量也相当有限，无
疑阻碍了农村失能老人接受长期照护的服务。 再者，

农村社区对于失能老人的照护也因资金的匮乏，政策

的支撑不足以及专业照护人才的缺乏而供给不足。
１．２　 “互联网＋”应用的优势

“互联网＋”在农村失能老人长期照护上的应用

不仅能减少照护压力，释放人力资本功能，而且能让

农村地区的养老服务资源得到更合理更有效地配置，
同时可以不断提高农村失能和半失能老人的照护质

量［２］。 “互联网＋”的养老照护模式能为失能老人和

半失能老人带来全新的养老照护模式体验，其智能化

和人性化的遥感控制和全面的分析系统能有效地对

老人的健康、医疗以及情感进行合理高效的分析，依
据不同失能老人的各种反映作出相应的长期照护方

案，并依据老人的不断变化做出相应调整，很大程度

上节约了子女照护老人的时间，打破了失能老人完全

依赖子女照护的僵局，让他们能有更多的时间能参与

社会生产，这不但能增加其家庭收入，同时能减少家

庭摩擦［１］。 “互联网＋”的应用能实时、智能，全面的

分析失能老人与半失能老人的身体健康，精神状况，
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农村失能老人长期照护的质量

和效率，极大的优化了农村养老服务资源的配置。
２　 “互联网＋”应用模式创建与运行

２．１　 基础模式的创建

如图 １ 所示，“互联网＋”作为信息处理和传递



的中间人，将农村失能老人的身体需求和精神需求

的反馈信息传达给养老服务的需求方（失能老人的

配偶及其子女） ［３］，发挥着高效的信息处理和信息

整合以及信息传递功能，节约了子女的照护时间，也
减少了他们的生活压力。 另外，依据农村地区的具

体情况，提供失能老人长期照护的供给方为农村地

区的街道卫生所，乡村卫生室等医疗服务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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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互联网 ＋”应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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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综合服务平台的设置

通过综合人工智能系统，大数据应用于处理以

及云端的运用，“互联网＋”更充分地融合到农村失

能老人长期照护服务中。 “互联网＋”的应用通过各

种智能感应器对老人的呼吸系统、血压、心率等以及

老人所处环境的感应分析，感应设备由穿戴式仪器，
烟、水感应器等组成，并将检测信息通过无线数据，
有线宽带下的网络上传到信息加工中心，由它们处

理分析后生成信息数据，最终反馈到接受平台［４］。
２．３　 “互联网＋”应用详细操作

“互联网＋”应用的终端包含移动手机和穿戴手

环，或者烟雾感应器，防水感应器等。 感应到老人的

心率、血压、血糖等各种身体机能的状态后，将信息

自动上传到网络中心［５］。 失能老人所持的手机上

可以安装四个按钮，使其在遇到十分紧急的情况下

能够拨打紧急键，其余的三个按钮分别是老人所在

地的养老服务中心、失能老人的子女，乡镇或村卫生

室。 政府也可为当地的老人发放感应手环，实时感

应老人的各项状况，上传到信息中心。
３　 “互联网＋”应用推进方法

（１）加强法律规范和政策支持。 为了能够更高

效更规范的推进“互联网＋”在农村失能老人长期照

护的模式运行，可以规范相关的制度建设，以此来确

保互联网＋”应用的规范运营，同时可以出台更多的

优质政策，让“互联网＋”在农村失能老人长期照护

的应用畅通无阻，更有利于“互联网＋”模式的蓬勃

发展和农村失能老人长期照护模式的完善［６］。
（２）加强专业信息的培训力度。 “互联网＋”的

应用对于当前的农村失能老人来说，还是比较新颖

和生疏的，所以在实施起来会有一定的难度。 可以

先对失能老人的子女进行智能设备的应用讲解培

训，通过讲座学习并熟知“互联网＋”在农村失能老

人长期照护中的具体应用步骤，之后由子女教给农

村失能老人，这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了失能老人对于

智能设备学习的焦虑感［７］。
（３）积极鼓励和吸纳专业人才。 掌握“互联网＋”

应用的农村失能老人长期照护服务人员不多，可以采

取积极的鼓励政策，不断地吸纳优质的“互联网＋”应用

人才，为“互联网＋”应用提供丰富的人才储备，更高效

的促进“互联网＋”在农村长期照护服务中的应用。
４　 结束语

“互联网＋”技术应用到农村老人长期照护服务上

无疑是一种趋势，为中国的养老产业提供全新的技术

支撑，也造福了数以万计的老年人，让他们能在安享晚

年时极大的体会到信息科技的蓬勃力量，但“互联网＋”
的应用对养老产业而言也是一次巨大的挑战。 “互联

网＋”的应用正处于起步阶段，与长期照护服务的衔接

正处于磨合期，相关支持政策以及市场对于“互联网＋”
的应用方法有待完善，再加上农村地区的网络信息技

术覆盖率低、信息技术人员的大量缺乏，导致 “互联网

＋”技术在农村老年人长期照护上的应用也面临着极大

的挑战［８］。 因此做好制度体系的支撑、采取积极举措

不断吸引优质专业人才、不断加强网络信息化管理、加
强“互联网＋”技术人才的培育力度并做好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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