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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中国战略

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全民健康，

就没有全面小康

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我国卫生

健康工作理念更加突出预防为主，

强调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

中心”



三次公共卫生革命的实质性改变

控制传染病
以病为中心

控制慢性病
以病为中心

综合干预

以健康为中心



健康与心理健康内涵

认知功能
正常

情绪积极
稳定

适应能力
良好

人际交往
和谐

自我评价
恰当

1948年，WHO在其《组织法》

的序言中指出：健康(health)是

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的完好状

态 (well being)，而不仅是没

有疾病和虚弱。

健康的定义： 心理健康的内涵：



我国老龄人口规模超过2.8亿、老龄化进程速度快且高龄化、空巢空心、慢病多、

失能失智增长快等，未备先老、医疗卫生服务和养老及长期照料需求日益增高。

老年人心理状况不容乐观。老年人随着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受自身机体衰老、

神经系统功能改变、身患慢病困扰以及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容易产生心理问题。

老龄化及老年心理健康状况

生活圈子
变化

家庭变故、
空巢/独居

朋友、同事
过世身体状况

欠佳

知识和支
持缺乏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推动开展老年心理健康与关怀服务，加强老年痴呆症等的有效干预。

《健康中国行动老年健康促进行动》

不断提高老年健康核心信息知晓率，实施老年人心理健康预防与干预计划。此外健康

知识普及行动和心理健康促进行动，这两项行动都把老年人作为工作的重点人群。

2021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

加强老年人群重点慢性病的早期筛查、干预及分类指导，开展老年口腔健康、老年

营养改善、老年痴呆防治和心理关爱行动。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2021年12月30日，国务院发《“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

六、完善老年健康支撑体系

（十三）加强老年健康教育和预防保健。

实施老年健康促进工程。加强老年人群重点慢性病的早期筛查、干预及分类指导，

开展老年口腔健康、老年营养改善、老年痴呆防治和心理关爱行动。



“十三五”老年人心理关爱项目



2022年，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5部门联合印发《“十四五”健康老龄化规划》：

三、主要任务

6．开展老年人心理关爱服务。完善精神障碍类疾病早期预防及干预机制，扩大老年人心理

关爱行动覆盖范围，针对抑郁、焦虑等老年人常见精神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开展心理健康

状况评估、早期识别和随访管理，为老年人特别是有特殊困难的老年人提供心理辅导、情绪

纾解、悲伤抚慰等心理关怀服务。

专栏2 老年预防保健专项工程

实施老年心理关爱行动。总结推广老年人心理关爱工作经验，持续扩大覆盖范围，原则上每

个县（市、区）都设有老年人心理关爱点。

《“十四五”健康老龄化规划》



前期工作基础

1. 基层工作人员老年心理健康服务意识与能力均有显著提高；

2. 社会效益显著，老人有获得感，社会及媒体关注度高，老年人及其家属参与度高；

3. 有超过一半老年人明确表示需要心理健康服务；

4. 躯体疾病（34.5%）与养老（9.7%）是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主要问题；

5.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影响显著，焦虑症状患病率增加一倍；

6. 实施机构多元化，服务多样化，积极性高，与其他老年相关工作相结合；

7. 连续性的老年心理健康服务机制需顶层设计、政府主导、因地制宜；

8. 政策支持、经费保障、人员培训、心理健康服务落实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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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心理健康服务能力调查及能力建设；

对社区老年人开展认知与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和评估；

开展认知异常与心理健康问题分类干预。

老年心理关爱点社区内常住65岁及以上居民，重点面向

经济困难、空巢（独居）、留守、失能（失智）、计划生

育特殊家庭老年人。

内
容

服
务
人
群

行动内容及服务人群



心理健康服务能力调查及能力建设

心理健康服务能力调查

u心理健康服务医疗机构表：行动社区所属地区可以提供认知障

碍及心理问题诊断、治疗的医疗机构及科室

u乡镇/街道心理健康服务能力调查表：乡镇街道内社会支持性

环境情况、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可提供的老年认知及心理健

康服务情况

u服务人员能力调查表：参与该行动管理和实施的各级人员的岗

位职称等分布情况、对心理健康知识知晓情况以及服务能力



市级培训

心理健康服务能力调查及能力建设

国家级培训

市级培训市级

区县级培训

培训培训者模式

p年人生理及心理特点
p老年人常见心理健康问题及流行特征
p老年人常见心理问题的早期识别及评估
p老年心理及认知的干预策略

p总体方案
p服务能力及心理健康调查问卷讲解
p老年心理健康问题分类及社区干预
p现场工作流程和组织实施技巧
p数据录入与平台介绍及练习

国家级培训

市级培训

区县培训

培训培训者模式



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和评估

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和评估

u评估目的：了解和掌握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心理健康素养以

及对心理健康服务的需求。

u调查对象：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社区内常住 65 岁及以上居民；

重点面向经济困难、空巢（独居）、留守、失能（失智）、计

划生育特殊家庭老年人。

u调查方法：采用电子化问卷对老年心理关爱点的老年人进行心

理健康状况调查，由调查员面对面对问卷上面的问题逐个询问

填写



社会学基本特征、

家庭支持和照料情况、

日常生活爱好、

慢病患病情况等

抑郁筛查量表

（PHQ-9）
焦虑筛查量表

（GAD-7）
记忆障碍自评量表

（AD8）
心理卫生知识知晓情况、

心理健康服务需求

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和评估



心理健康促进和干预

• 每完成一名调查对象的调查，信息系统会自
动产生该调查对象的评估结果

• 电脑端数据管理平台可以导出不同分类名单

调查对象分类



心理健康促进和干预

心理行为干预
（专业训练人员）

同伴教育和同伴支持
（老年人、志愿者）生活质量

躯体治疗
（全科）

抗抑郁焦虑治疗
（精神科）

老年人心理健康促进和干预技术



心理健康促进和干预

干预策略



评估结果分类 分类标准 干预策略 目的

1.一般人群

认知及心理健康状况评估结果

均正常:

PHQ-9≤4 和GAD-7≤4 和AD8≤1

 心理健康教育

 社区活动

提高老年人心理健康知晓
状况，增强心理健康意识
和心理韧性。

2.临界人群

轻度的抑郁和（或）焦虑:

（5≤PHQ-9≤9 或 5≤GAD-7≤9）

并且 AD8≤1

 心理健康教育

 社区活动

 全面提升社会支持

改善和促进老年心理健

康状况。

3.高危人群 中度及以上抑郁或焦虑或可疑

认知功能受损：

PHQ-9≥10 或GAD-7≥10 或AD8≥2

 心理健康教育

 社区活动

 全面提升社会支持

 社区随访管理与转诊推荐

改善和促进老年认知与心
理健康状况；

促进疾病的早诊早治。

分类干预策略



心理健康促进和干预

健教

 干预对象

所有老年人，同时也鼓励家属
和其他社区居民积极参与。

干预形式

发放科普资料

开展科普系列讲座

大众媒体广泛宣传

义诊或其他相关宣传

要求

1.至少开展2项，至少每月1次

2.全覆盖，轮流参与，至少参与1-
2次

3.形式多样，鼓励创新

4.做好记录（附件8和9）



心理健康促进和干预

小组
活动

 干预对象

所有老年人，尽量涵盖所有评估
结果为临界人群和高危人群。

干预形式

1.组建兴趣小组活动

2.定期开展主题小组活动

  健康生活方式

  认知训练

  心理调适

要求

兴趣小组持续开展

主题小组每个月至少1次

优先组织并涵盖所有临界和高危人群

因地制宜，符合老人需要，

鼓励老人建言，鼓励创新

做好记录（附件10）



心理健康促进和干预

社会
支持

 干预对象

所有评估结果为临界人群和高危
人群

干预形式

1.促进家庭支持：家属共同参与、科
普材料发家属、邀请家属参加讲座、
开展家庭关爱集体活动、鼓励家庭敬
老爱老的评选或宣传活动

2.培育社会支持---“结对子”联系走
访计划：建立基层工作人员与老人的
“一对一”联系登记制度，发放“求
助联系卡”，定期走访

3.重点人群政策扶持与定期上门探望

要求

至少1种形式，至少1次

针对子女的活动要注意合适的时间和形式

每月走访一次，走访每次至少 15 分钟



心理健康促进和干预

随访
转诊

 干预对象

评估结果为高危人群。

干预形式

1.心理咨询

2.进一步认知与情绪评估

3.建立转诊联系机制和绿色通道：

建立社区医生与上级有资质的医疗机
构的转诊联系机制和绿色通道。

4.转诊推荐：经过社区随访管理与进
一步评估后，对于认知功能和情绪状
态仍较差的老年人，建议通过定向转
诊去心理科、老年科、精神科、神经
科等专科机构做进一步检查

要求

随访和转诊要尊重老人及家属的意愿

做好记录（附件12、13、14)



老年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

•知识
• 老年人常见心理健康问题及流行特征

• 老年人生理及心理特点，这一阶段会遇到哪些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

• 老年人常见心理问题的早期识别及评估

• 健康生活方式

•意识
• 使老人意识到心理问题不是年轻人的专利，老年人也有可能产生心理疾患，提高老
年人的心理健康意识，发现问题及时就医

•行为
• 一般性心理健康调适方法，如何在老年期主动保持积极稳定的情绪？
• 老年人积极心理建设的8个要点：接纳、社交、感恩、乐观、意义、优势、运动
、兴趣

45



老年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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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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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讲堂

团体活动

健康生活方式

合理膳食

心脑血管和代谢疾病风险管理

心理干预技术

正念练习、放松训练

叙事疗法

音乐治疗、舞动疗法、绘画治疗

老年人心理健康促进和干预技术

认知干预     运动干预
小游戏，如算数 有氧运动

搭积木等      对抗运动

      手指操

48

健康生活方式

健康睡眠习惯

运动课程



国家卫健委老龄健康司

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
（行动执行办公室）

疾控/社区
卫生机构

省、市、县（区）
老年健康处室

其它…
精卫中心/
医疗机构

社会组织/
公益组织

实施机构

管理机构

行动管理与实施机构

协会/学会
团体

各地疾控中心协助老年 
健康处室进行总体实施的
规划、组织人员培训、技
术指导和总结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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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宣传动员 社区调查对象摸底

人员组织

人员培训 物资准备 场所准备

预约、通知

现场登记、签署知情同意书

移动端问卷调查

结果反馈

现场调查
流程

现场调查流程



哪些表 谁来填 如何填 填什么

何时填

现场调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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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平台构
成

电脑端管理系统 移动端

u 个人问卷调查表录入
u 服务能力调查表录入

u 项目点申报
u 调查员信息汇总
u 调查对象个案信息汇总
u 人群分类
u 统计查询

信息收集与管理平台



信息收集与管理平台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