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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制订«多元化照护银行建设标准的构建及应用专家共识»(以下简称«共识»),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时间银行养

老照护模式.方法　成立«共识»构建小组,通过系统文献检索,结合多元化照护银行的实践经验及２轮专家小组会议共同讨

论,形成«共识»初稿;通过２轮德尔菲专家咨询形成«共识»终稿.结果　«共识»围绕照护银行的构成要素及管理措施展开,包
括多元化照护人员、多样化照护内容和多元化储存兑换机制以及招募、培训、照护、储兑、保障、信息管理等.结论　«共识»综
合了国内外相关文献报道和实践经验,具有科学性和实用性,可为照护银行的构建、管理和应用提供有效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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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发展,失能老年人群体日

益庞大[１].然而,当前养老照护资源匮乏,长期照护

问题严峻[２Ｇ３].国外有研究[４]表明,时间银行在养老

服务中作用显著,能有效缓解政府的养老压力.但由

于国情的不同,时间银行在我国试点过程中遇到了诸

多挑战[５Ｇ６].照护银行是在国外时间银行的基础上,

结合中国本土国情,形成的一种照护储存与激励系

统[７],旨在通过扩大照护人群、丰富照护内容、优化

激励措施来解决时间银行本土化过程中所遇到的困

难[８].目前,照护银行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为此,
本研究通过文献检索、广泛征求专家意见,制订了

«多元化照护银行建设标准的构建及应用专家共识»
(以下简称«共识»),旨在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失能

老年人照护模式,为养老照护事业注入新活力.

１　«共识»的形成

苏州大学苏州医学院护理学院老年长期照护团

队通过系统的文献检索,充分参考国内外相关医疗

及护理指南、共识,结合多元化照护银行实践经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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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轮专家小组会议形成«共识»初稿.经过２轮专家

咨询,最终形成«共识»终稿.专家纳入标准:从事老

年长期照护及相关专业领域工作１０年及以上;中级

及以 上 职 称;自 愿 参 与.２１ 名 专 家 平 均 年 龄

(５３．６２±９５３)岁;工作年限(２３．８９±７．８７)年;高级

职称１７名、中级职称４名.

２　«共识»内容

２．１　多元化照护银行构成要素

２．１．１　多元化照护人员

２．１．１．１　专职照护人员　专职照护人员包括专职医

护人员和长期照护人员(以下简称照护员).在养老

机构及社会组织从事养老服务的为专职医护人员,经
培训后主要提供医疗护理、康复训练、安全急救及安

宁疗护等.照护员指独立于医生、护士等医疗群体,
经培训后在长期护理机构或居家环境中为失能、失智

老人提供部分医疗护理照护、急救照护、康复训练、安
全与急救、安宁疗护等服务的人员,分为初级照护员、
照护师、照护督导３个层级[９Ｇ１１].初级照护员需具备

基础照护知识与技能,能为照护对象提供生活照料为

主的照护;照护师(中级)需具备专业理论知识与技

能,并能对照护对象及其家属、照护员进行照护指导

与培训;照护督导(高级)则需在掌握专业理论知识与

技能的基础上,能对照护员、照护师进行培训、监督、
管理.

２．１．１．２　兼职照护人员　兼职照护人员指平时能够

利用业余时间作为志愿者加入照护银行并提供照护

的人员,由专业的医护志愿者、在校医护大学生、低
龄老年人及社会志工组成[１２].其中:医护志愿者属

于专业照护志愿者,经培训后主要提供医疗护理照

护、急救照护、康复训练、安全与急救、安宁疗护等;
在校医护大学生、低龄老年人及社会志工属于非专

业照护者,经培训后可提供生活照料、精神心理支

持、部分安宁疗护等[１３Ｇ１４].

２．１．２　多样化照护内容

２．１．２．１　生活照料　生活照料包括协助进食/水、头
面部清洁与梳理、协助沐浴、协助更换衣物、协助如

厕等１０项内容,主要由经过培训的非专业照护志愿

者提供[１５].

２．１．２．２　医疗护理照护　医疗护理照护包括协助用

药、鼻饲照护、生命体征监测、物理降温、吸氧、血糖

监测、伤口换药、留置导尿、消毒隔离、静脉血标本采

样、肌肉注射、经外周留置的中心静脉导管(periphＧ
erallyinsertedcentralcatheter,PICC)维护等１８项

内容,主要由专职照护人员、医护志愿者提供[１６].

２．１．２．３　安全与急救　安全与急救共包括安全防

护、海姆立克、心肺复苏、危象识别４项内容,主要由

专职照护人员、医护志愿者提供.

２．１．２．４　康复训练　康复训练涵盖排尿、排便功能

锻炼、肢体功能康复锻炼、语言功能锻炼、呼吸功能

锻炼、吞咽功能锻炼６项内容,主要由专职照护人

员、医护志愿者提供.

２．１．２．５　安宁疗护　安宁疗护包括症状控制、舒适

照护及心理支持３项内容,主要由专职照护人员、医
护志愿者提供.

２．１．２．６　精神心理支持　精神心理支持包括自我实

现、情绪调节及社会陪伴３项内容,主要由经过培训

的非专业照护志愿者提供.

２．１．３　多元化储存兑换

２．１．３．１　劳务币　根据照护人员类型,提供多元化的

储存兑换形式.专职照护人员以劳务币作为储存形

式,在有需要时可根据意愿将其兑换成工薪币或奖金

币.工薪币支持近期薪资及远期薪资的提取,而奖金

币则用于兑换除薪资外的优质照护的奖金奖励.

２．１．３．２　“惠”护币　兼职照护人员可通过 “惠”护币

储存照护时长,并在有需要时根据其意愿,将其兑换

为时间币(用于兑换未来照护服务)、荣誉币(可兑换

成志愿者荣誉证书及称号等)、礼品币(可兑换想要的

礼品)、照护币(可兑换成想要的照护)、保险币(可兑

换成个人保险)或赠予币(转赠给直系亲属使用)[５,１７].

２．２　多元化照护银行管理机制

２．２．１　招募管理

２．２．１．１　人员招募　照护对象招募首先面向参加长

护险的失能老年人,并逐步扩大至失能、失智、高龄

(年龄≥８０岁)的老年人群.专职照护人员可从护

理院、养老机构等养老照护单位的照护员及专职医

护人员中招募;照护志愿者可从医院、学校、社区及

社会各单位组织中进行招募[１８].

２．２．１．２　招募方式　线上招募可借助各地志愿者服

务平台及微信、腾讯社交软件、微博等多媒体渠道发

布招募海报.线下招募则可通过护理院、养老机构、
医院、社区、学校等机构举办招募宣传会,并利用报

纸、公益宣传栏、广告牌、海报及横幅等传统媒介进

行宣传.

２．２．１．３　审核筛选　照护对象申请加入照护银行时

需审核其身份信息、失能等级、疾病状况、照护情况、
是否存在不良记录等.专职照护人员及照护志愿者

申请加入则需经过资质审查、面试、心理健康测评及

身体健康测评等流程.

２．２．２　培训管理

２．２．２．１　培训准备　专职照护人员与照护志愿者均

需接受通用知识培训,涵盖照护银行的规章制度、组
织结构、职业规范(职责权利、礼仪规范、职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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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防护、法律法规等)、理论知识(失能老人特征、
基础照护知识、照护操作流程、沟通技巧、人文心理

关怀、家属沟通技巧等).专职医护人员及专业医护

志愿者还需接受适老化技术应用、最新照护技能培

训等;非专业志愿者则需学习生活照料、社会陪伴等

技术.

２．２．２．２　培训方式　培训方式包括线上微视频教学、
线下理论与实践操作培训以及实地见习.管理人员

需将录制好的专业培训微视频上传至照护银行网络

信息平台,以供照护人员在线学习并交流经验与问题

探讨;此外,中级职称及以上护士/照护督导负责开

展线下理论与实操技能培训.完成上述培训后,照
护人员将在照护督导的指导下进行实地见习培训.

２．２．２．３　培训考核　可自主设计失能老年人照护知

识问卷,通过线上线下途径对照护人员进行理论考

核[１９].实操考核则采用“标准化患者＋情景模拟”
的方式,由中级职称及以上护士/照护督导担任考核

成员,并采取双人考核模式.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

者,将由照护银行颁发培训合格证书.

２．２．２．４　培训监督　照护银行管理人员定期通过后

台跟踪、监督照护人员的线上学习进度及线下培训

状况,对未达标者及时提醒,连续３次提醒无效则取

消其培训资格.培训期间,由中级职称及以上护士/
照护督导进行随机抽查,评估授课质量及照护人员

知识技能掌握情况;同时,照护银行管理人员需对照

护人员的培训考核情况进行监督,确保考核的真实

性与培训质量.

２．２．３　照护管理

２．２．３．１　人员匹配　采用“系统＋人工”双重匹配方

式,依据照护对象的需求,对照护人员的性别、类型、
工作经验、教育程度等因素进行个性化匹配[２０].

２．２．３．２　照护实施　匹配成功后,照护人员应着统

一工作服上门提供服务.到达照护地点后,照护人

员首先向照护对象及其家属自我介绍,征得同意后

方可实施照护.照护过程中需遵循操作规范,密切

观察照护对象状况,及时处理异常情况.照护结束

后整理照护对象衣物、床单位等,告知照护对象及其

家属,获同意后方可结束照护.

２．２．３．３　照护评价　照护结束后,照护人员需自评

照护质量,鼓励照护人员主动查找问题并对照护环

节进行意见反馈,优化照护管理.同时,邀请照护对

象及其亲属/代理人评价照护满意度并反馈意见,助
力照护银行提供更贴合需求的照护服务[２１].

２．２．３．４　照护监督　照护银行管理人员对照护过程

进行线上监督,若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处理,并定期安

排照护督导进行线下监督,以保障照护服务质量[１７].

２．２．４　储兑管理

２．２．４．１　储存类型　储存类型分为活期储存和定期

存储,照护人员可将“照护内容及时长”储存,其中活

期储存允许按需随时兑换,而定期储存则可根据需

求选择在未来特定时间兑换.

２．２．４．２　储兑内容　专职照护人员的服务时长以劳

务币储存,可兑换为工薪币与奖金币.照护志愿者

的服务时长以“惠护币”储存,可兑换为时间币、礼品

币、服务币、荣誉币、赠币及保险币[２２].

２．２．４．３　储兑审核　照护银行管理人员需对照护人员

储存及兑换的照护内容、时长、类型、币种等进行审核.

２．２．５　保障管理

２．２．５．１　政策法律保障　参考«志愿者服务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

权益保障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相关

政策法规[２３],将其融入照护银行规章制度,以实现对

照护人员及照护对象的政策性管理和法律保护.

２．２．５．２　资金保障　政府支持、组织自筹及社会捐赠

是照护银行资金保障的关键要素.鼓励政府通过委

托授权、职能转移、购买服务及税收优惠等措施提供

资金支持;组织自筹则通过与优质养老照护企业合作

实现自我造血;社会捐赠可通过寻求社会基金会、公
益组织、企业及个人等对照护银行资金的捐赠支持.

２．２．５．３　风险管理保障　为优化风险管理,应健全

风险管理部门,并围绕照护银行当前管理现状组织

研讨会,综合多方信息,共同剖析潜在隐患及风险事

件的成因、频率、过程、后果及涉事人员等,并提出针

对性干预策略.同时,完善风险管理制度,持续更新

照护银行规章制度,强化关键环节管理规范,例如建

立夜间照护标准化管理制度与节假日照护安全管理

制度.此外,开展风险防范教育活动,管理人员需依

据现有及潜在照护风险信息,重点加强照护人员的

职业道德、薄弱环节风险管理培训,提升其法律素养

与风险防范意识及能力.

２．２．５．４　技术保障　构建多元化照护银行网络信息

平台,实现招募、培训、照护、兑换等过程的信息化记

录与管理.此外,采用区块链等技术对照护银行的信

息进行加密处理,确保信息的安全性与保密性[２４].

２．２．６　信息管理

２．２．６．１　招募信息管理　招募结束后,需系统整理

并归档照护对象与照护人员的相关信息.照护对象

档案应涵盖基本信息、失能等级、健康状况、照护需

求及其亲属/代理人信息等;照护人员档案则需包括

基本信息、人员类型(专职/志愿者)、专业技能、身心

健康评估结果等.

２．２．６．２　培训信息管理　培训信息管理包括３个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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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培训项目信息统计、培训考核信息统计及培训反

馈信息统计.培训项目信息统计主要涉及照护人员

参与各类培训项目的学习频率与培训时长,作为培

训考核的参考内容;培训考核信息统计则关注照护

人员的培训考核结果,确保培训考核公正有效;培训

反馈信息统计旨在收集照护人员对培训内容、方式、
考核等的意见反馈,以满足其培训需求,进而优化培

训管理体系.

２．２．６．３　照护信息管理　照护信息管理涵盖人员信

息统计、照护提供信息记录、照护评价信息等３个方

面.人员信息统计通过照护银行网络信息平台,统
计照护人员、照护对象的增长率/流失率等数据信

息,可作为照护银行评价指标之一;照护提供信息记

录通过平台详细记载照护人员提供的服务内容、时
长及地点,其中照护时长的增减也可作为评价指标

之一;照护评价信息通过平台收集并分析照护评价,
并将照护评价作为照护银行的另一重要评价指标.

２．２．６．４　储兑信息管理　通过照护银行网络信息平

台,统计照护人员的照护储兑记录(储存内容、储存

类型、储存形式、币种兑换频率及币种兑换记录),以
保证发生纠纷时有证可循及未来兑换的有效性.

３　小结

多元化照护银行是促进老年长期照护队伍专业

化和稳定性的关键手段,也是满足老人长期照护需

求、保障其生活质量的积极探索.标准化、规范化的

长期照护队伍管理对多元化照护银行的可持续发展

至关重要.希望本共识能够为老年长期照护队伍的

建设、稳定和管理提供依据,以促进我国老年长期照

护工作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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