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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人口学研究的划分，将一个

国家（地区）60 岁以上人口超过其人

口总量的 10%，或 65 岁以上人口超

过其人口总量的 7% 界定为“老龄化

社会”，超过 14% 则为“超老龄化社

会”。

我 国 将 在 何 时 进 入 超 老 龄 化 社

会？对此，朱平认为，在 2025 年或

2030 年前后，我国将进入超老龄化社

会，届时，青年人群比例将更少，工

作节奏、社会分工相应改变，医院就

诊患者也会出现结构性改变。

“目前解放军总医院老年科住院

患者已经达到超老龄化水平，平均年

龄超 82 岁。超老龄化也会引起疾病

种类、医疗服务内容的变化。”

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下，国

家正从战略层面考虑老龄社会相应制

度和保障。面对老年人不断提升的医

疗需求，在多重刺激下，老年医学、

老年医院的发展如今也驶入了快车

道。可以预见，在超老龄化社会出现

后，社会状态将依旧正常。

“很多人觉得超老龄化社会很可

怕，看不到生机勃勃的景象，但我并

不那么悲观，老年人自身可以调整，

健康的老年人同样可以拥有正常生

活！”朱平说。

随着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剧，业内也

将目光越来越多地聚焦在老年疾病上。

在临床诊疗中，儿科常被称为“哑

科”，即小孩无法告知医生其病情情况，

需医生通过各种诊疗手段、辅助检查

等做出判断，在朱平看来，老年医学

与儿科存在一定的相似性。

第一，尽管大部分老年人可自主描

述病情，但有时其描述无逻辑性、无

重点，需老年科医生依靠扎实的专业

基础，判断患者讲话方式，详细询问

病史，并予以适当引导，从而节省就

诊时间并及时做出判断。

第二，要和老年患者家属、患者长

期护工等沟通病情，告知其适当的护

理方式。

第三，老年科医生必须具有丰富的

全科医学知识，对各科常见疾病流行

病学、发病机理等了熟于心。对于老

年患者，不能广撒网用上所有检查手

段，这样既耽误了有效治疗时间，还

增加了患者的医疗费用。老年科医生

要通过详细问诊和体格检查确定主攻

方向，有的放矢做诊断准确性较好或

特异性较高的检查。同时，老年科就

诊患者中有不少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

如何撇开患者的社会包装，以平常心

透过表象抓住疾病本质，也是老年科

医生需要考虑的问题。

“病情复杂的老年患者可能走遍

了很多医院也还未找到治疗方法，当

你把病情诊断清楚，同时看到患者在

治疗后很快恢复，那种幸福感难以描

述。”朱平说，“救治一位老年患者，

就是给一个家庭带来希望和生机，这

是老年科医生的成就感所在。”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老龄化社会中

的老年人并不是每一位都带病生存。

老年人中大部分仍属于健康人群。

从 60 岁至生命终结统称为老年期，其中

可细分为数个阶段。身体功能、社会职

能正常运转，与普通人无异，此为功能

正常期；当合并心功能不全、肾功能不

全等疾病，功能有所下降，但药物维持

下尚能正常生活，称为功能受损期；当

身体机能进一步下降，如部分瘫痪、出

现心衰、无法独立行走，需要他人照顾时，

此为功能丧失期；而生命结束前的时期

则称为临终阶段。

朱平指出，老年医学工作、社会工

作等，其目的都在于想方设法延长老年

人功能正常期，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需

要多方努力。

医疗上应做到早发现早治疗；社会

及家庭关爱老年人不可或缺；政府需制

定保障老年人权益及健康的相关法律制

度，以及促进尊老爱幼社会风气的形成。

这一系列工作都有助于维持老年人心理

及生理正常期，从而缩短老年人身体受

折磨的时期。

“相较于在院治疗，社会性工作更

为重要。” 朱平说，老年科医护需指导

家庭成员、陪护人员进行医疗培训。如高

血压老年患者每日测几次血压最适宜、何

时服药合适等；糖尿病患者何时测血糖、

加餐应选择什么时段等。这些都要具体患

者具体讨论，并仔细向家属、陪护、社

区服务人员交代患者院内院外照护要求，

这样患者才能达到更好的诊疗效果。

此外，适老化改造也是提升老年人

生活质量的重要手段。无电梯楼房、浴

室地板滑、墙上无扶手等，都不利于老

年人正常活动。合理应用建筑材料、增

加适老化器械、设置合理电梯速度以防

止体位性低血压出现等，都是我们社会

在发展过程中需要为老年人考虑的。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

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中，提到

了‘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我再

加上一句我们研究会提出的‘幸福老年

人’，这就是我们在老龄化社会最期盼

实现的愿景！我相信，通过社会各界的

努力，这一天迟早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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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幸福老年人目标迈进向幸福老年人目标迈进医师报讯 （融媒体记者 宋箐）岁月流逝，谁也阻挡不了，但我们不
能不知“老之将至”。我国从 1999 年开始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如今正
在快速迈向超老龄化社会。长期而言，老龄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因此我
们必须学会与之共生。我们该如何应对一个逐渐变老的世界？日前，《医
师报》独家专访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副会长、解放军总医院第二医学

中心老年医学科主任朱平教授，就超老龄社会何时会出现、老年患者有何特点、我
们应如何关爱老年人等内容进行了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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