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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宁夏职业技术学院（宁夏开放大学）提出。 

本文件由宁夏标准化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宁夏职业技术学院（宁夏开放大学）、宁夏一山科技有限公司、高质标准化（宁

夏）管理科学研究院、宁夏中房养老集团、银川市西夏区幸福颐养院、宁夏邦尼老年服务中心、银川寸

草心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岩、李珊、袁枫、魏鹏、谢彬、吕文沛、安婷、穆金海、杨雅喆、吴玉霞、

田晓琳、康桂琴、李玲、于涵、刘翔骏、沈露、高荣荣、王培、韩作兵、郭少豫、马立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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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老年人康养照护（中级） 

职业技能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社区老年人康养照护（中级）职业的总体原则、基本要求、职业技能要求及其培训学

习、等级评定的相关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社区老年人康养照护（中级）职业技能培训、考核与评价，相关用人单位的人员聘用、

培训与考核可参照使用。 

本文件适用于从事或准备从事社区老年人康养照护工作和需要提升职业技能与老年人康养照护能

力的服务人员，以及承担居家老年人照护的亲属或其他人员；养老机构与其他相关人员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1709.1 针灸技术操作规范 第1部分：艾灸 

GB/T 21709.5 针灸技术操作规范 第5部分：拔罐 

GB/T 21709.9 针灸技术操作规范 第9部分：穴位贴敷 

GB/T 33168 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服务基本要求 

GB/T 35796 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 

GB/T 39511 保健调理按摩技术操作规范 

GB/T 42195 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 

GB/T 43153 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基本规范 

T/NXBX XXX 社区老年人康养照护（初级）职业技能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35796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总体原则 

分级设置 

社区老年人康养照护职业技能等级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等级，三个级别依次递进，高级别涵

盖低级别职业技能要求。 

理实结合 

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理论知识指导实践活动，以实践活动应用和深化理论知识，同时注重专

业性，提高职业的竞争力。 

灵活应用 

根据老年人与环境的不同情况和需求，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灵活运用相关技能为老年

人提供照护。 

多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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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培养复合型养老护理人才为目标，不断拓宽职业边界，适应养老普适化、细分化、专业化、中高

端化和定制化的社会和市场需求。 

5 基本要求 

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了解相关政策要求。 

应掌握相关消防、安全、卫生、环保知识。 

应具备职业所需的相关专业知识。 

职业道德、职业精神、职业礼仪、人际沟通等相关知识和行为应符合职业要求。 

思想品德、人文素养、心理素质、身体素质、价值观等应符合相关要求。 

6 职业技能要求 

基本要求 

社区老年人康养照护（中级）应掌握T/NXBX XXX 社区老年人康养照护（初级）职业技能规范中第

6章的所有职业技能。 

基础照护 

6.2.1 安全照护 

6.2.1.1 参照 MZ/T 185评估老年人跌倒风险，制订风险预防方案和应急预案并进行不良事件分析。 

6.2.1.2 为老年人噎食、压疮、坠床、烫伤、走失、他伤和自伤、食品药品误食、文娱活动意外等风

险制订预防方案和应急预案并进行不良事件分析。 

6.2.1.3 根据应急预案对老年人急性创伤、肌肉骨骼关节损伤等复杂伤害做出初步应急处置。 

6.2.1.4 根据环境布置要领和风险排查方法为老年人提供安全活动环境布置指导。 

6.2.1.5 根据常见皮肤损伤的成因和护理措施为老年人制订皮肤损伤预防方案和应急预案并提供护理

指导。 

6.2.2 医疗协助 

6.2.2.1 对Ⅱ度压疮老年人做出正确照护。 

6.2.2.2 协助专业人员对老年人Ⅲ度压疮进行照护。 

6.2.2.3 链接相关资源，为老年人建立就医转介服务通道，并保持联系。 

6.2.2.4 根据常见由于手术和出院引起的并发症及其干预措施，为老年人制定预防和干预方案。 

6.2.2.5 观察识别老年人异常情况并评估老年综合征患病种类和风险。 

6.2.2.6 识别老年人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神经系统、内分泌及代谢系统、

免疫系统和运动系统及感觉器官综合征并报告。 

6.2.3 失智照护 

6.2.3.1 根据老年人能力评估结果制订失智老年人认知障碍、异常精神行为和生活能力下降的干预计

划和安全预案。 

6.2.3.2 为中度失智老年人进行感知觉、理解力、判断力、注意力、记忆力、计算力、定向力、思维

能力等训练。 

6.2.3.3 利用家庭或社会资源，预防和延缓失智老年人“废用综合征”，以维护正常生活。 

6.2.3.4 根据失智老年人相关并发症的成因、表现等，观察并及时与专业人员沟通，提出相关辅助检

查建议。 

6.2.3.5 为失智老年人提供限制性防走失措施,限制其使用危险物品和进入危险地点。 

康复护理 

6.3.1 康复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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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1 按照能力评估方法评估老年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运动功能、认知功能等康复项目的阶段性

效果。 

6.3.1.2 对老年人的康复护理整体效果进行评价并给出评价报告。 

6.3.1.3 根据评价报告调整老年人的康复护理方案。 

6.3.2 康复训练 

6.3.2.1 按照康复计划组织和指导老年人进行平地步行、上下楼梯、主动肢体活动、被动肢体活动等

康复训练。 

6.3.2.2 按照康复计划组织和指导老年人进行语言及吞咽功能康复训练。 

6.3.2.3 按照康复治疗方案为老年人辅助进行骨折、运动损伤、脑卒中、偏瘫、帕金森病、退行性骨

关节病等的康复训练。 

6.3.2.4 制定老年人体位性低血压、低血糖、癫痫发作、关节软组织损伤、跌倒、异物窒息、电灼伤、

烫伤、冻伤等常见康复护理不良事件应急预案。 

6.3.3 康乐活动 

6.3.3.1 运用活动调研的方法与程序评估老年人（群体）的活动需求。 

6.3.3.2 运用活动策划的知识和常用方法，针对老年人（群体）的活动需求开发节日庆典类、体育类、

文化类、娱乐类、养生类、心理健康类和代际互动类等活动。 

6.3.3.3 针对自理、半自理、失能、失智等老年人群体开发系统、全面的康乐活动。 

6.3.3.4 针对特殊老年人（群体）开发适宜的康乐活动。 

6.3.3.5 撰写活动策划方案、执行方案、预算方案及应急预案。 

6.3.3.6 运用计算机软件或手工绘制等方式设计制作活动海报、邀请函。 

6.3.3.7 运用活动评价的方法与程序评价老年人（群体）活动的形式、内容、过程和实施效果，并撰

写活动评价报告。 

6.3.3.8 对活动相关资料进行整理归档。 

6.3.4 康复知识宣教 

运用相关知识和技能为老年人（群体）及其家属开展基础康复知识的宣传教育、简单康复训练的技

术指导和康复安全防护的教育指导。 

健康管理 

6.4.1 健康分析与评估 

6.4.1.1 根据老年人常见慢性病的诱因和临床表现，评估老年人的生活与健康状态及其慢性病患病种

类和风险。 

6.4.1.2 确定老年人健康风险评价指标，并选定评估工具为老年人进行健康风险评估。 

6.4.1.3 识别老年人健康危险因素，评估其所处的危险水平并鉴别重要或需要优先改善的危险因素。 

6.4.1.4 根据评估和判断结果为老年人做出书面和口头报告。 

6.4.2 健康方案制定与评估 

6.4.2.1 分析、量化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并撰写分析报告。 

6.4.2.2 确定老年人健康干预的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并根据实际条件选择干预手段、场所和干预策

略，制定老年人健康干预方案。 

6.4.2.3 运用营养评价方法，参照 MZ/T 184为老年人进行营养状况的评价和监测，并为老年人日常膳

食和保健品选择提供合理建议。 

6.4.2.4 评估老年人健康干预的过程、效应、结果和质量。 

6.4.3 健康教育 

6.4.3.1 为老年人提供饮食调理、康乐活动、心理调护等降低常见慢性病患病风险的健康指导。 

6.4.3.2 根据常见健康问题及其应对措施，通过电话、面谈及其他媒介进行个性化健康咨询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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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3 通过观察、沟通、信息收集等方式识别老年人（群体）健康方面的问题和隐患，并制定健康

教育计划。 

6.4.3.4 按照不同需求对为老年人（群体）进行健康教育。 

心理照护 

6.5.1 心理问题识别与应对 

6.5.1.1 根据病残后不同心理反应阶段特点、不同疾病和功能障碍患者的心理特点、常见心理问题的

识别和干预措施，识别老年人心理问题并分析产生原因，制定心理健康促进方案。 

6.5.1.2 指导老年人通过运动锻炼、人际社交、兴趣爱好、娱乐活动等形式自我解压。 

6.5.2 家庭辅导 

6.5.2.1 运用调节人际关系的常用方法和话术，协助老年人处理与配偶、子女等的家庭内关系。 

6.5.2.2 运用心理咨询的相关知识和方法，协助老年人获得家属及亲友的尊重、关怀和理解。 

6.5.2.3 为老年人提供婚恋咨询和辅导。 

6.5.3 危机干预 

6.5.3.1 根据老年人常见危机的表现形式、产生原因和应对措施，制定相应应急预案。 

6.5.3.2 识别和评估老年人所面临的危机，并制定危机干预计划。 

6.5.3.3 及时处理最迫切的问题，特别是自杀、伤及他人等可能危及生命安全的行为问题。 

6.5.3.4 以正确方法进行危机干预的善后工作。 

能力评估 

6.6.1 老年人能力评估 

6.6.1.1 按照相关要求，整理、布置评估环境, 配备评估所需工具和用品, 调试现场设备设施。 

6.6.1.2 按照 GB/T 42195的要求开展老年人能力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 

6.6.1.3 为老年慢性病患者进行慢性病病症、病程、病因、并发症、用药、护理等评估。 

6.6.2 照护服务需求评估 

6.6.2.1 根据老年人能力评估结果确定照护服务等级和照护风险。 

6.6.2.2 运用老年人照护与服务需求评估的相关知识和方法，评估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服务需求、维护

功能和促进需求、生活和康复辅具需求、安全防护需求及其他照护与服务需求。 

6.6.2.3 对老年人进行阶段性功能评估，并提供照护或护理建议。 

安宁照护 

6.7.1 安宁照护评估 

6.7.1.1 通过观察、询问、信息收集等方式，完整、准确的了解老年人病史、症状、需求和家庭支持

情况。 

6.7.1.2 根据安宁照护的评估方法和注意事项，为老年人开展身体、情绪和心理、社会支持、病情和

症状等相关评估。 

6.7.1.3 协助相关人员为老年人制定安宁照护计划。 

6.7.1.4 为老年人适时进行评估并调整安宁照护计划。 

6.7.2 舒适照护 

6.7.2.1 根据留置导尿管护理方法，和老年人年龄、意识状态、心理状况、自理能力、合作程度、尿

道口及会阴部皮肤黏膜状况等，为老年人开展留置导尿管护理。 

6.7.2.2 按照静脉导管维护（PICC/CVC）和肠外营养护理方法，协助医护人员开展相关操作。 

6.7.3 症状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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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3.1 根据各类症状的控制与缓解措施及注意事项，为临终老年人制定控制其疼痛、呼吸困难、咳

嗽、咳痰、咯血、恶心、呕吐、呕血、便血、腹胀、水肿、发热、厌食、口干、睡眠障碍、谵妄等症状

的护理方案。 

6.7.3.2 协助专业人员为临终老年人制定延缓功能衰竭、缓解疼痛及肢体僵化等的康复运动方案。 

6.7.4 心理支持和人文关怀 

6.7.4.1 识别和应对临终老年人的异常情绪，并进行危机干预。 

6.7.4.2 对临终老年人家属进行教育，使其了解治疗过程，参与部分心理护理。 

6.7.4.3 运用常见获取社会支持的渠道和方法，指导、帮助临终老年人寻找团体和社会的支持，并根

据疾病的不同阶段选择不同的社会支持方式。 

6.7.4.4 根据老年人对死亡的态度及其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疾病状况、应对能力、家庭关系等

因素，对其进行适度的具有针对性的死亡教育。 

6.7.4.5 根据老年人家属的态度、情绪及其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关系等因素，对其进行适

度的哀伤辅导。 

中医调理与反射疗法 

6.8.1 中医调理 

6.8.1.1 按照 GB/T 39511的要求为老年人进行按摩。 

6.8.1.2 按照 GB/T 21709.1的要求为老年人进行艾灸。 

6.8.1.3 按照 GB/T 21709.5的要求为老年人进行拔罐。 

6.8.1.4 按照 GB/T 21709.9的要求为老年人进行穴位贴敷。 

6.8.2 反射疗法调理 

6.8.2.1 根据足部各反射区的名称、功效和定位方法，以及足部反射的常用手法、施术要点与注意事

项，对老年人进行足部反射疗法调理。 

6.8.2.2 根据小腿部各反射区的名称、功效和定位方法，以及小腿部反射的常用手法、施术要点与注

意事项，对老年人进行小腿部反射疗法调理。 

6.8.2.3 对老年人进行反射疗法前放松与反射疗法后整理。 

管理培训研究 

6.9.1 照护服务组织 

6.9.1.1 按照 GB/T 43153的要求组织开展上门服务。 

6.9.1.2 按照 GB/T 33168的要求组织开展社区日间照料服务。 

6.9.1.3 进行老年人（群体）的需求调查和分析，并根据需求调查选择服务模式。 

6.9.1.4 结合自身理论知识和职业技能，制定照护岗位的工作职责和工作流程、照护服务和照护安全

管理制度。 

6.9.1.5 熟练运用照护质量管理工具与服务信息系统。 

6.9.2 照护计划制定和评估 

6.9.2.1 按照方案制定的原则和方法，根据照护等级制定老年人（群体）的社区日间照料、上门关爱

等计划。 

6.9.2.2 对老年人适时进行相关计划实施效果的评估并及时调整。 

6.9.2.3 按照岗位职责、工作流程、管理制度等要求提高服务质量，并评估服务效果。 

6.9.3 培训指导 

6.9.3.1 运用多种形式对老年人群体及其家属进行照护知识培训、对老年人群体传授自我照护方法、

对家属等非专业照护人员进行照护技能指导。 

6.9.3.2 对初级照护人员进行照护知识培训和技能指导。 

智慧养老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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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1 仪器设备选用 

6.10.1.1 根据常规智慧养老产品和智能家居设备的功能、特点和适应人群，为老年人合理推荐和选购

相关产品和设备。 

6.10.1.2 对常用电子产品和智能家居设备进行适老化调试。 

6.10.2 信息处理与分析 

6.10.2.1 熟练使用计算机及常用办公软件进行图表制作、方案撰写等。 

6.10.2.2 对采集的老年人相关数据和信息进行梳理汇总和分类分级处理。 

6.10.2.3 撰写老年人的信息分析报告。 

7 技能培训 

相关人员在从事社区老年人康养照护前应进行系统的技能培训。 

技能培训内容包括理论知识学习和职业技能培训。其中理论知识包括职业道德、应掌握的基础知

识以及与职业技能对应的专业知识；职业技能包括第 6章内容，并应结合 GB/T 33168、GB/T 43153的

相关要求。 

技能培训形式包括但不限职业技术学校教学、相关机构内部或岗前培训、社会专业培训机构培训

等，相关人员根据自身情况自由选择。 

技能培训教师应具备相关资质，具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符合培训需要。 

技能培训时长根据各机构实际情况自行安排，但应保证相关知识与技能全覆盖。 

8 技能评定 

技能培训完成后应对相关人员进行评定。 

技能评定方式分为理论考试、技能考核以及综合评审，3项成绩均达及格线及以上者为合格： 

—— 理论知识考试以笔试、机考等方式为主，主要考核相关人员从事本职业应掌握的基本理论要

求和相关知识要求； 

—— 技能考核主要采用现场技能操作、模拟操作等方式进行，主要考核相关人员从事本职业应具

备的技能水平； 

—— 综合评审通常采取审阅申报材料、答辩等方式进行全面评议和审查。 

技能评定时长应符合以下要求： 

—— 理论知识考试不少于 60min； 

—— 技能考核不少于 90min； 

—— 综合评审不少于 30min。 

技能评定的场地设施应符合以下要求： 

——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会议室或计算机房进行； 

—— 技能考核场所有能够安排 15人以上的工位，并有符合国家标准或者其他规定的相关的设

施、设备和用品； 

—— 综合评审可在有教学教具设备的实习、实训场所进行。 

技能评定的人员配比应符合以下要求： 

—— 理论知识考试中的监考人员与考生配比不低于 1:15，且每个标准教室不少于 2名监考人员； 

—— 技能考核中的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不低于 1:15，且考评人员为 3人及以上单数； 

—— 综合评审委员为 3人及以上单数。 

技能评定应结合实际情况对理论知识和职业技能赋予不同权重。权重应按照表 1中给出的各项目

重要性进行赋值。 

表1 技能评定各项目重要性划分 

评定项目 理论知识 职业技能 

基础 
职业道德 ★ - 

基础知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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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定项目 理论知识 职业技能 

专业 

基础照护 ★★★★★ ★★★★★ 

康复护理 ★★★★★ ★★★★★ 

健康管理 ★★★ ★★★ 

心理照护 ★★ ★★ 

能力评估 ★★★★ ★★★★ 

安宁照护 ★★ ★★ 

中医调理与反射疗法 ★★★★ ★★★★ 

管理培训研究 ★★★ ★★★ 

智慧养老应用 ★★ ★★ 

注： “★”代表重要程度，数量越多代表重要性越高，最少1颗，最多5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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