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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宁波地区养老机构作业治疗需求分析

章 琪1 傅青兰1 周菊芝1

作业治疗是设计和应用有目的的作业活动改善人的功

能障碍，促使其改善躯体、心理和社会方面的功能障碍，提高

其生活活动能力，最终回归社会的学科[1]。其服务对象包括

了功能残障、失能人士，而老年人在其服务对象当中占较高

比例[2]。在国外的养老机构当中，大多配备作业治疗师开展

作业治疗服务[3]，而在我国，作业治疗还是多数在医院和康复

机构开展。宁波已经进入中度老龄化城市[4],截止到 2013年

末全市60周岁以上户籍老年人口达118.7万，占户籍总人口

的 20.5%[5]，为了解目前作业治疗在宁波养老服务当中的需

求、养老机构对作业治疗的了解程度和康复治疗技术专业，

尤其是作业治疗从业人员在养老方面的就业市场，笔者于

2015年 6—12月针对宁波市养老机构对于作业治疗的需求

进行了全覆盖的问卷调查。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截止到 2013年 12月，笔者从宁波民政局网站查到登记

联系方式的养老机构共有 161家[6]，对这些机构进行梳理之

后，除去部分合并单位的机构，以及相同区域重复的机构，共

整理了144家调查单位，主要通过上门拜访机构负责人员进

行问卷调查，少数通过电话问询的方式填写，共回收有效问

卷 120 份，回收率 83.3%。其中宁波市区海曙区 5 家（占

4.2%），江东区4家（占3.3%），江北区6家（占5%），北仑区10

家（占 8.3%），镇海区 8家（占 6.7%），鄞州区 30家（占 25%），

慈溪 11 家（占 9.2%），余姚 15 家（占 12.5%），宁海 8 家（占

6.7%），奉化10家（占8.3%），象山13家（占10.8%）。

1.2 方法

调查内容采用统一的问卷，问卷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养老

机构对作业治疗的了解程度；作业治疗在养老机构开展的必

要性；各种作业治疗服务如日常生活活动训练、认知训练、团

体治疗、肢体功能作业训练、辅具及助行设备评估和制作、环

境评估和改造在养老机构的需求情况[7]；对作业治疗师的人

数、素质和学历方面的要求。采用Likert 4级评分法，“十分

需求”为 4 分，“必要有需求”为 3 分，“有一定需求”为 2 分，

“完全没有需求”为1分。

1.3 统计学分析

数据分析将问卷数据用 EXCEL 整理后采用 SPSS19.0

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采用均值±标准差、百分率进行统计描

述，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差分析、χ2检验和Spearman相关

等分析方法。

2 调查结果

2.1 养老机构对作业治疗了解现状

调查对象对作业治疗了解程度为 2.26±0.845。各区养

老机构对作业治疗了解程度差异比较见表1。

2.2 养老机构开展作业治疗现状

宁波市有 10家单位开展了作业治疗，海曙 2家，江东 2

家，鄞州 4家，北仑 1家，镇海 1家。经χ2检验，采用Fisher的

精确检验法，不同地区在是否开展了作业治疗服务方面存在

显著差异（P<0.05）。

2.3 作业治疗服务需求情况

宁波地区养老机构对作业治疗不同服务项目的需求情

况见表2，经描述性统计分析，辅具和助行设备适配需求得分

最高为 3.37±0.84，环境评估和改造需求得分最低为 2.8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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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各区养老机构对作业治疗了解程度的差异比较评分

宁波各区

海曙
江北
北仑
慈溪
镇海
江东
余姚
宁海
鄞州
奉化
象山
合计

家

5
6
10
11
8
4
15
8
30
10
13

120

均值

2.60
1.83
2.10
2.18
2.63
3.25
2.07
2.25
2.60
1.90
1.69

标准差

0.89
0.75
0.88
0.75
1.06
0.96
0.70
0.89
0.86
0.57
0.48

F

2.625

显著性

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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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作业治疗师需求现状

在调查中发现，14家单位（占比11.7%）比对作业治师需

求十分迫切，有 46家单位（占比 38.3%）在未来 1—2年有需

求，42家单位（占比35%）在未来3—5年有人才需求，而有18

家单位（占比15%）目前对作业治疗师完全没有需求。

而对治疗师的学历要求方面，20家单位（占比16.7%）要

求有本科学历，而 88家单位（占比 73.3%）要求有专科学历，

12家单位（占比10%）对学历要求在专科以下。

另外，针对作业治疗师需求现状跟对作业治疗了解和开

展情况做了相关性分析，经Spearman相关分析，是否开展作

业治疗服务与作业了解程度和治疗师需求呈正相关关系，相

关系数分别为0.436和0.405，作业了解程度与治疗师需求呈

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711。

3 讨论

3.1 宁波地区养老机构对作业治疗的了解和开展不够深入

本调查结果显示，共102家单位（占比85%）对作业治疗

有了解，但仅有 13 家单位（占比 10.8%）对作业治疗十分了

解，宁波市区范围养老机构对作业治疗有一定了解。目前仅

有10家单位一定程度上开展了作业治疗服务。问卷当中也

让调查者填写对作业治疗的认识，笔者也与相关负责人员有

过交流，部分人认为通过作业治疗可以让老人提高肢体的灵

活性，训练其自己生活自理，对于作业治疗的内涵及服务内

容还是了解不够。

表 1显示宁波不同地区的养老机构对于作业治疗的了

解存在着明显差异（P<0.05）。其中宁波主城区的养老机构

如海曙、江东、鄞州等了解程度都相对较好，乡镇的养老单位

了解的相对更加有限，这或许跟经济发展水平及康复理念宣

传力度有关[8]。当然除了宣传，政府的政策引导和资金投入

也十分必要。

3.2 养老机构对作业治疗有切实需求

调查结果显示对几个作业治疗服务项目的需求程度均

值都在3左右，表明多数单位的负责人都表示对作业治疗中

实际提供的服务还是比较需要的。其中辅具和助行器的评

估适配、团体治疗和肢体功能训练的需求量最大。据报道，

老年人辅具需求的比例约为30%—50%。有研究表明，在发

展中国家，约1%的人口需要轮椅。照此计算，目前我国约有

1370万人需要轮椅[9]。老年辅助器具的广泛应用，可以保护

养老护理人员的安全、提高护理效率、维护自身尊严，同时也

是维护老人自身的尊严、安全、减缓失能过程[10]。在调查中，

很多机构负责人也反映，很多在机构居住的老人需要这方面

的服务，但是没有专业的人才可以去评估适配。又比如团体

治疗可以提高老年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控制率[11]，也能改善老

年人的焦虑抑郁情绪[12]，但在调查中很多机构表示，他们只

能简单组织老人的群体活动，缺乏专业性也影响治疗效果。

由此可见，虽然宁波市区养老机构对作业治疗的了解不够深

入，但对其中提供的具体服务是十分需求的，也希望能够通

过专业的作业治疗介入提高机构中老人的功能水平和生活

质量。

3.3 机构缺乏专业的作业治疗师，潜在需求大

专业的养老服务人才是提高养老服务质量的重要因素

之一[13]，在调查中也发现，宁波的养老机构几乎都没有配备

专业的作业治疗师，客观上也影响了机构中作业治疗的开

展。虽然目前只有 14 家单位对作业治疗师的需求十分迫

切，原因也是因为这些机构本身对作业治疗比较了解，并且

也在不同程度地开展作业治疗，但是从结果中也显示73.3%

的机构在未来的3—5年对作业治疗师都有需求。假设每家

单位以 1—2人来计算，如作业治疗在养老服务当中全面铺

开，仅宁波当地对作业治疗师的需求就将近 300人，缺口很

大。同时，调查中也显示养老机构对作业治疗师的学历要求

并不高，多数单位都接受大专层次的应届毕业生，而这对在

临床医院竞争力较弱的高职高专学生来说，会是很大的一个

机遇。

3.4 对高职大专院校康复及作业治疗人才培养的启示

此次调查显示对于大专高职院校的康复专业或作业治

疗方向的毕业生来说，从事机构养老中的康复工作是一个很

好的就业方向，但在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改革

方面应做出相应调整，顺应养老机构的岗位需求。比如老人

往往存在身体、精神、情绪等多方面的问题，其需求是多元

化、多层次的[14]，养老服务对治疗师的爱心、耐心、责任心和

人文素养方面的要求也更高，而这些都应在人才培养方案当

中体现出来。同时也应该在课程设置中做出改革，增加老年

病的比例，安排学生去对口的先进单位进行见习和实习，缩

短与行业的距离[15]。另外，也要考虑当前对作业治疗项目的

需求差异，针对比较需要的如辅具适配、团体治疗、作业活动

治疗肢体功能这些内容加大教学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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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作业治疗服务项目需求情况 （n=120）

变量

日常生活活动训练
认知训练
团体治疗

肢体功能训练
辅具和助行设备适配

环境评估和改造

极小值

1
1
1
1
1
1

极大值

4
4
4
4
4
4

均值

2.99
2.98
3.21
3.18
3.37
2.83

标准差

0.88
0.94
0.88
0.91
0.8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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