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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一、老年人的年龄划分 

（一）世界卫生组织老年期的年龄划分标准 

    发展中国家将60岁及以上的人群定义为老年人，而发达国家则将65岁

及以上的人群定义为老年人。  

    WHO将人的年龄界限做了新的划分：44岁及以下为青年人，45～59岁

为中年人，60～74岁为年轻老年人，75～89岁为老老年人，90岁及以上为

非常老的老年人或长寿老年人。  

第一节 老年人与人口老龄化 

第一节 老年人与人口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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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老年人与人口老龄化 

（二）我国老年期年龄划分标准 

参照发展中国家年龄划分标准。现阶段我国老年人按时序年龄划分

标准为：45～59岁为老年前期，即中老年人；60～89岁为老年期，

即老年人；90～99岁为长寿期,即长寿老人；100岁及以上为寿星，

即百岁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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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一、人口老龄化与老龄化社会 

（一）人口老龄化的概念 

    人口老龄化简称人口老化，是指社会人口年龄结构中，老年人

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上升的动态过程。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

降、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人口的迁徙等已成为人口老龄化的主要

因素。 

第一节 老年人与人口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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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口老龄化的常用评价指标 

1.老年人口系数即老年人口比例，是指某国家或地区老年人口数占

总人口数的百分比，是评价人口老龄化程度的重要指标。  

老年人口系数（%）=（60岁或65岁以上人口数/总人口数）×100% 

2.老年抚养系数又称老年人口负担系数，指老年人口数占劳动力人

口数的百分比，体现劳动者负担老年人的轻重程度。 

老年抚养系数（%）=（60岁或65岁以上人口数/15~59或15~64岁人口

数）×100%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老年人与人口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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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口老龄化的常用评价指标 

3.平均预期寿命简称平均寿命或预期寿命，是指通过回顾性死因统

计和其他统计学方法计算出特定年龄组人群能生存的平均年数。它

是反映人类健康水平和死亡水平的综合指标。 

4.健康预期寿命是指个人在良好状态下的平均生存年数，即在健康

条件下的期望寿命，也是指老年人能够维持良好日常生活活动功能

的年限。它反映了生命的数量和质量，并重点关注了生命的质量，

是衡量人口健康状况的一个综合指标。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老年人与人口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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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老龄化社会 

发展中国家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10%以上，发达国家

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7%以上，该国家（或地区）即为

老龄化国家（或地区），达到此标准的社会称为老龄化社会。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老年人与人口老龄化 

类型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老年人年龄界限 65岁及以上 60岁及以上 

青年型（老年人口系数） <4% <8% 

成年型（老年人口系数） 4%～7% 8%～10% 

老年型（老年人口系数） >7%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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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三、人口老龄化对策 

（一）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与趋势 

 1.世界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与趋势 

（1）全球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度加快：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

球已有99个国家和地区步入老龄化社会。 

（2）发展中国家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加快：预计到2025年，发达国家老年

人口将从2.62亿增至4.06亿，发展中国家将从4.81亿增至16亿，全球80%

老年人将生活在发展中国家。 

第一节 老年人与人口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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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与趋势 

 1.世界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与趋势 

（3）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分布有差异：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9

年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中老龄化程度最高的为日本，达到28%。 

（4）人口平均期望寿命延长：世界卫生组织2020年统计数据显

示，日本人口平均期望寿命位列世界第一，为84.3岁。瑞士位于

日本之后，平均期望寿命83.4岁。寿命最大增幅出现在非洲，人

均寿命提高9.4岁，达到60岁。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老年人与人口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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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与趋势 

 1.世界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与趋势 

（5）女性老年人比例高：根据联合国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全球

人口平均寿命73.2岁，女性75.9岁、男性70.5岁。由于存在着性

别间的死亡差异，使女性老年人口占老年人口的比例较高。 

（6）高龄老年人快速增长：80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是老年人口

中增长最快的群体。联合国数据预测从2019-2050年，全球80岁

以上人口的数量将从1.43亿增加至4.26亿。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老年人与人口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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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与趋势  

（1）老年人口规模宏大：预计2025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

占比将达到15%，我国将正式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 

（2）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快：据统计，我国人口年龄结

构从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仅用了18年左右的时间，65岁

老年人口比例从7％上升到14%，中国只用了27年的时间。 

（3）地区发展不均衡：表现为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人

口老龄化的速度和程度远远快于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老年人与人口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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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与趋势  

（4）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村60岁、65

岁以上老年的比重分别为23.81%、17.72%，比城市分别高出7.99%、6.61%。 

（5）老年人口高龄化趋势显著：10年来，我国人口平均期望寿命不断提高。

2020年80岁及以上人口有3580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2.54%，比10年前增加

1485万人，提高了0.98%，人口高龄化趋势明显。 

（6）性别比例差异大：女性老年人比例高于男性。据统计，我国80岁以及

上老年人中，女性占比为63.1%，男性为36.9%。百岁老年人中女性比例为

77%。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老年人与人口老龄化 



15 

2.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与趋势  

（6）性别比例差异大：女性老年人比例高于男性。据统计，我国80岁以

及上老年人中，女性占比为63.1%，男性为36.9%。 

（7）文化程度不断提高：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人

口中，拥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有3669万人，比10年前增加了2085万

人；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比13.9%，比10年前提高了4.98%。 

（8）人口老化与经济发展不平衡：发达国家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不高时，

经济已达到较高的水平，即“先富后老”。而我国是在经济条件欠发达

时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即“未富先老”。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老年人与人口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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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 

1.社会负担加重  民政部《2020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

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全国老年人口抚养比为19.70%，比2010年

提高7.80个百分点。 

2.社会保障压力增大 人口老龄化使国家用于老年人社会保障费用增

加，政府用于支付养老金、医疗费、福利养老救助等费用不断攀升。 

3.现有产业结构需要调整  老龄化社会加速，老年人的需求不断增

加，而我国老龄事业和老龄产业发展较为滞后.国家需要调整现有的

产业结构，大力发展老龄产业。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老年人与人口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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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 

4.传统养老模式受到影响：社会老龄化的发展也伴随着

少子化家庭、空巢家庭的增多，传统的家庭养老已经不

能满足日益增强的养老需求，急需发挥社会养老功能。 

5.对医疗保健服务需求加剧：人口老龄化导致失能、失

智人口增加，加剧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性和复杂性。 

6.社会养老服务能力急需提升  相较于我国老年人的社

会养老服务需求，我国的老龄工作起步较晚，老年服务

人员缺乏，老龄工作经费投入不足，基层服务网络薄弱。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老年人与人口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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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对策 

1.加速经济发展。 

2.建立、完善养老福利政策和保障体系。 

（1）进一步整合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引入与缴费无关的零支柱养

老金，完善多层次、多支柱养老金体系。 

（2）完善有关政策，广泛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发展养老福利

事业，健全社会养老机制，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制度。 

（3）建立与健全老年人医疗保险和保健制度。医疗保健是老年人

众多需求中最为突出和重要的。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老年人与人口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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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对策 

3.健全养老服务体系 

（1）积极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2）推动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协调发展。 

（3）加快医养康养结合。 

（4）大力发展银发经济。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老年人与人口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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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对策 

4.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 

（1）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 

（2）打造老年宜居环境。 

（3）营造社会敬老氛围。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老年人与人口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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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对策 

5.创建优良环境，实现健康老龄化与积极老龄化 

（1）健康老龄化 

1）老年人个体健康，老年人生理、心理健康以及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 

2）老年人口群体的整体健康，健康期望寿命的延长及与社会整体相协调。 

3）环境健康，包括物理环境、居住环境等硬件环境，以及文化观念、制

度政策等软件环境。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老年人与人口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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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对策 

5.创建优良环境，实现健康老龄化与积极老龄化 

（2）积极老龄化 2002年4月，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的第二次老龄问题世

界大会上，提出了"积极老龄化"的概念。它是在健康老龄化基础上提出

的新观念，强调老年群体和老年人不仅在机体、心理、社会方面保持良

好的状态，而且要积极地面对晚年生活，作为家庭和社会的重要资源，

继续为社会做出有益的贡献。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老年人与人口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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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一、老年护理学及相关概念 

（一）老年学 

老年学(gerontology)是研究老年期人的生理、心理特征和社会行

为方式等方面的特点和变化规律，及如何维护与增进老年人身心健

康的学科。 

第二节 老年护理学概述 

第二节 老年护理学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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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老年医学 

老年医学是老年学的一个分支，也是医学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

在医学科学的基础上研究人体衰老的起因、发生机制、发展过程和

影响衰老的有关因素，探究老年性疾病的防治规律，增进老年人的

健康，提高人类平均寿命和生活质量的临床医学。 

（三）老年护理学 

老年护理学是一门研究、诊断和处理老年人对自身现存和潜在健康

问题反应的学科，也是以老年人群为研究对象，研究老年期的身心

健康和疾病护理特点与预防保健的学科。 

第一章 绪论 第二节 老年护理学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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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老年护理的目标与原则 

（一）老年护理的目标 

1.增强自我照顾能力  

2.延缓衰退及恶化  

3.提高生活质量 

4.做好安宁疗护 

第一章 绪论 第二节 老年护理学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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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老年护理的目标与原则 

（二）老年护理的原则 

1.满足需求 

2.面向社会 

3.整体护理 

4.个体化护理 

5.早期防护 

6.连续照护 

第一章 绪论 第二节 老年护理学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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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老年护理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 

（一）基本素质 

1.高度的责任心和无私的奉献精神 

2.“慎独”精神  

3.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第一章 绪论 第二节 老年护理学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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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老年护理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 

（二）专业素质 

老年护理人员既要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还要具备社会学、心理

学、伦理学、健康教育、人际沟通、法律法规等人文社会学方面

的知识。 

第一章 绪论 第二节 老年护理学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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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老年护理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 

（三）能力素质 

老年护理从业人员应具备各项综合能力，如娴熟的护理技能、细

致的观察能力、正确的判断能力、良好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增强老年人自我护理的能力等。 

第一章 绪论 第二节 老年护理学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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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老年护理学的发展（国外） 

第一章 绪论 第二节 老年护理学概述 

1900 年老年护理作为一个独立的专业
被确定下来，直至 20 世纪 60 年代，
美国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老年护理专
业，1970 年，首次正式公布老年病护
理执业标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
国开展了老年护理实践的高等教育和训
练。2008年，美国护士认证中心将老年
临床护理专家资格认证列入专科证书注
册考试范畴。 

美国 

开始于18世纪， 
20世纪60年代迅猛发展 

德国 

日本养老服务理念鲜明，以支持老年 

人自立为基本理念 

2004年推进老年护理保险制度改革。 

老年福利制度与保健医疗制度合并， 

形成比较完善的老年护理保障体系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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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老年护理学的发展（中国） 

第一章 绪论 第二节 老年护理学概述 

上世纪80年代受到重视，建
立了老年学、老年医学研究
机构，后写入了中国老龄事
业十二五发展纲要。1988年
我国第一所老年护理院在上
海成立，老年人专业护理机
构逐步发展 

开始研究  
老年护理研究  

护理研究生教育设立了老年护理研
究方向，有些高校也相继开展了老
年护理方向硕士、博士生培养。老
年护理学的对外交流逐渐增多，部
分院校与国外同行建立了有关老年
护理教学、科研、护理服务等合作
关系 

20世纪90年代，我国老年护理教育迅速发展。许

多护理院校陆续开设老年护理专业，全国各地老

年护理教育培训增多，2017年，中华护理学会正

式开始老年专科护士培训工作。 

开设老年护理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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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一、老化的概念与特点 

（一）老化的概念 

老化即衰老，是所有生物种类在生命延续过程中的一种生

命现象。人体从出生到成熟期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形

态和功能上所发生的进行性、衰退性变化，称为老化。 

 

第三节 老化的概念与老化改变 

第三节 老化的概念与老化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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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三节 老化的概念与老化改变 

累积性 

普遍性 

渐进性 

危害性 

内生性 

老化是日复一日，机体结构和功能上发生的轻度或微量
变化长期逐步累积的结构 

老化是多细胞生物普遍存在的生物学现象，同种生物的
老化进程基本相同。  

 老化是一个持续渐进、逐步加重的演变过程 

 老化属于生物本身固有的特性，不是环境所导致的 

老化导致机体结构和功能衰退，甚至丧失，使机体容   

易罹患各种疾病，最终导致死亡。 

（二）老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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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二、各系统的老化改变 

（一）老年人感官系统老化改变 

第三节 老化的概念与老化改变 

1.角膜  老年人角膜上皮干燥、透明度减低，视力减退。角膜
变平，其屈光力减退引起远视和散光。角膜边缘基质出现灰白
色环状类脂质沉积，称为“老年环”。 

视近物能力下降，出现老视现象，非水溶性蛋白质增多出现晶
状体混浊，老年白内障的发病率增高。 

老视使视网膜周边变薄，出现老年性黄斑变性。视网膜血管硬化、
闭塞，视力下降。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甚至出现视网膜脱落。 

视觉  

角膜 

晶状体 

视网膜病变 

听觉  

耳鸣 

噪声环境中听

力下降明显 

老年人耳廓表皮松弛、凹窝变浅、收集声波和辨别方向的能力降
低。老年人还常伴有耳鸣，开始为间歇性，可逐渐发展为持续性，
呈高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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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二、各系统的老化改变 

（一）老年人感官系统老化改变 

第三节 老化的概念与老化改变 

味觉和嗅觉功能退化，对危险环境有
害气体、变质食物的辨别能力下降。 

老年人触觉、压觉、温度觉、痛觉、
位置觉、运动觉均减退，对烫伤、冻
伤及内脏病变引起的疼痛反应迟钝，
行走时对路况不能做出准确判断，易
跌倒。  

味 觉

嗅 觉  

本体

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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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二、各系统的老化改变 

（二）老年人运动系统老化改变 

第三节 老化的概念与老化改变 

1.骨  老年人骨吸收超过骨形成，骨皮质变薄，骨密度降低，
骨质疏松，骨骼中的有机物质减少，易发生骨折。 
2.关节及附属结构  关节软骨、滑膜变薄，弹性减退，骨质
硬化，同时骨质增生形成骨刺，使关节活动受到严重影响。 
3.肌肉组织   肌纤维变细，肌肉量减少，肌肉韧带萎缩，
肌力减弱，行走缓慢，加之脊髓和大脑功能衰退，反应迟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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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二、各系统的老化改变 

（三）老年人呼吸系统老化改变 

第三节 老化的概念与老化改变 

1.呼吸道 
老年人鼻粘膜萎缩，咽黏膜和淋巴组织萎缩鼻，粘膜的加温、加湿和
防御功能下降。易患呼吸道感染。咽喉黏膜、肌肉发生退行性变或神
经通路障碍，防御反射变得迟钝。易发生呛咳。气管和支气管分泌免
疫球蛋白的功能降低，防御功能减退。细支气管炎管腔缩小或阻塞，
容易患老年性支气管炎。 

2.肺 
老年人肺组织萎缩，气道阻力增加，使末肺残气量增多，肺泡壁周围
的弹力纤维组织退行性变、肺泡相互融合，形成老年性肺气肿。 
肺小动脉硬化，肺泡毛细血管床减少，使肺组织循环血流灌注减少，
引起肺动脉压增高。 

老年人脊柱呈退行性改变，胸廓呈桶状。肋软骨钙化，肋骨活动度减
少，胸廓顺应性减低，呼吸机和膈肌萎缩，肺活动度受限。因此，老
年人活动时易出现胸闷、气促、呼吸困难。 

3.胸廓 
呼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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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二、各系统的老化改变 

（四）老年人消化系统老化改变 

第三节 老化的概念与老化改变 

口腔: 

• 口腔黏膜 萎缩，慢性炎症和溃疡 

• 牙齿 牙龈萎缩，齿根外露，齿槽管被吸收，牙齿松

动，牙釉质丧失，牙易磨损，过敏，舌和咬肌萎缩，

咀嚼无力，碎食不良，食欲下降， 

• 唾液腺的分泌减少，对淀粉的消化作用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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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二、各系统的老化改变 

（四）老年人消化系统老化改变 

第三节 老化的概念与老化改变 

 食管: 
     

肌肉萎缩，收缩力减弱，食管蠕

动变慢，食物通过时间延长，引

起吞咽困难和食管内食物残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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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二、各系统的老化改变 

（四）老年人消化系统老化改变 

第三节 老化的概念与老化改变 

 

胃: 

平滑肌萎缩使胃蠕动减弱，影响铁离

子、维生素B12、蛋白质的消化和吸收，

易产生贫血及营养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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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二、各系统的老化改变 

（四）老年人消化系统老化改变 

第三节 老化的概念与老化改变 

  肠： 

老年人小肠黏膜萎缩，肠液分泌减少，

消化吸收功能减退。平滑肌变薄，收缩

蠕动无力，肠内容物排空时间延长，水

分重吸收增多，容易发生便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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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二、各系统的老化改变 

（四）老年人消化系统老化改变 

第三节 老化的概念与老化改变 

肝脏、胆囊、胰腺： 

肝细胞数量减少、变性、结缔组织含量增加，

易造成肝、胆囊及胆管壁变厚、弹性减低，

因含大量胆固醇，易发生胆囊炎、胆石症。

胰腺分泌胰液胰酶减少，影响营养素消化和

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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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二、各系统的老化改变 

（五）老年人循环系统老化改变 

第三节 老化的概念与老化改变 

心脏： 
1.结构变化 心肌间结缔组织增生，心包膜下脂肪沉淀
增加，使心脏的顺应性下降，心功能受到影响。心脏
瓣膜逐渐硬化、纤维化、钙化，影响其功能。心脏传
导系统退行性改变，起搏细胞减少，传导细胞减少。 
2.功能变化 老年人心肌收缩力下降，心排血量减少，
影响各脏器的血流灌注。老年人心脏的神经调节能力
进行性下降，增加了心肌的不稳定性，降低了对交感
神经冲动的反应力，容易出现心律失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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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二、各系统的老化改变 

（五）老年人循环系统老化改变 

第三节 老化的概念与老化改变 

血管： 
动脉管壁弹性纤维减少、胶原纤维增加、内
膜粥样硬化，造成管腔狭窄，外周阻力增加，
使血压升高。老年人由于心血管系统逐渐硬
化，大血管弹性纤维减少，压力感受器敏感
度下降，血管顺应性降低，血管的收缩功能
失调，易导致体位性低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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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二、各系统的老化改变 

（六）老年人泌尿生殖系统老化改变 

第三节 老化的概念与老化改变 

肾  
 

老年人肾实质减少，肾皮质退化变薄，肾功能
逐渐减退，肾小球数量减少，肾血流量减少，
肾单位逐步萎缩、退化，肾小球滤过率下降、
内生肌酐清除率下降，肾浓缩稀释功能降低，
昼夜排尿规律紊乱。 

输尿管肌层变薄，支配肌肉活动的神经细胞减
少，收缩力降低，使尿液进入膀胱的速度减慢，
且容易反流，引起肾盂肾炎。 

输尿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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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二、各系统的老化改变 

（六）老年人泌尿生殖系统老化改变 

第三节 老化的概念与老化改变 

膀胱 
 

膀胱容量减少，肌肉萎缩、纤维组织增生，收
缩力减弱，支配膀胱的自主神经功能障碍，使
排尿反射减弱，常出现尿频、夜尿增多、尿失
禁或排尿困难。 

尿道肌肉萎缩、纤维化，括约肌松弛，导致排尿
无力或尿失禁。 

尿道  

老年男性睾丸缩小，性激素分泌减少，前列腺增
生。老年女性卵巢萎缩，雌激素水平降低，阴道
上皮萎缩、变薄，阴道防御和自净能力下降。 

生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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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二、各系统的老化改变 

（七）老年人内分泌系统老化改变 

第三节 老化的概念与老化改变 

甲状腺：老年人甲状腺缩小，T3水平降低，基础
代谢率降低。 

甲状旁腺：老年人甲状旁腺细胞减少，甲状旁
腺激素的活性下降，易出现骨质疏松。 

肾上腺：老年人肾上腺质量减轻，皮质、髓质
细胞减少，肾上腺皮质激素分泌下降，血清醛固
酮水平下降，老年人在应急状态下的应激反应能
力降低。 

胰腺：老年人胰腺萎缩，胰腺功能减退，胰岛素
分泌减少，导致2型糖尿病发生率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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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二、各系统的老化改变 

（八）老年人神经系统老化改变 

第三节 老化的概念与老化改变 

脑：老年人脑重量减轻，脑组织萎缩，脑体积减少。脑
室扩大，脑回变窄、脑沟增宽变深。脑细胞中出现神经
纤维缠结、脂褐质、马氏小体和类淀粉物沉积等改变是
脑老化的重要特征。 

神经递质：老年人神经细胞功能下降，神经递质合成
减少，可出现记忆力减退，运动功能减退，表现为运动
障碍，动作迟缓和帕金森病。生理反射减弱或消失。自
主神经功能减退，出现血压不稳，对温度变化适应不良。 

脑血管：老年人脑血管退行性变，脑动脉粥样硬化，
脑血流减少，脑供血不足，脑组织缺氧，影响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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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本章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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