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 Ｋ－ｍｅａｎｓ聚类的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
识别

张馨月　宋泽宇　田晓伟　韩　霜　孔　杨

（滨州医学院卫生管理学院　烟台 ２６４００３）

〔摘要〕　目的／意义 精准识别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为调整养老服务供给提供参考。方法／过程 利用八爪
鱼采集器在网络平台收集养老服务需求相关文本数据１６２４条，运用 Ｋ－ｍｅａｎｓ算法进行聚类分析，确定最
佳聚类数量；结合词云图分析结果，精准识别各类养老需求。结果／结论 养老服务需求分为医疗照护类、生
活照料类、预防保健类、精神慰藉类、环境安全类５个方面。政府、社会组织、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等应
对现有资源进行分类整合，通过政策引导、专业培训、社会动员等多种途径，协同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

养老服务体系，以满足老年人养老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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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受个体健康状况、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的影

响，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和隐蔽

性，导致服务提供方难以精准把握其真实需求。随

着时间的推移，养老需求不断变化，养老服务供需

错位等问题日益突出［１］。因此，精准识别老年人的

需求，并根据不同需求对现有多方资源进行整合分

类，成为服务供给的首要任务，直接关系到服务设

置的合理性、供需匹配的准确性以及养老事业的可

持续发展［２］。

在学术研究中，养老需求的识别与分类方法已

趋于多元化。学者们借助人口统计学、社会学、心

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识别并评估老年人的

养老需求。其中，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作为需求分

类的基本理论框架，将老年人服务需求细分为生活

需求、生理需求和精神照顾需求［３－４］。王建云等［５］

运用Ｋａｎｏ模型，区分了 “需要 －想要”所表现的

“依赖性－期待性”，并通过年龄分类对社区居家养

老的不同需求水平进行量化分析，以缓解供需错位

问题。顾立等［６］基于自理能力分类，对不同自理能

力等级的老年人健康服务需求及其优先满足排序进

行深入研究。

然而，既有研究多基于小范围地区的问卷调查和

案例分析等，样本的局限性导致研究结果的代表性和

普适性受限。如果以普查的形式大范围调查各地区老

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将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资源，

且难以实现。鉴于此，本研究借助信息化手段弥补样

本来源范围的局限，将聚类分析方法引入养老领域，

通过科学模型算法得出养老服务需求识别与分类结

果，可以避免因个体差异和主观因素造成的偏差，为

服务提供方满足老年人多样化需求提供理论支撑。

２　资料与方法

２１　资料来源

利用八爪鱼采集器，基于百度搜索引擎，围绕核

心关键词 “老年人”“养老需求”“医养结合”“养

老服务消费”进行数据收集。为了广泛获取老年人

及其亲属在不同语境下对养老服务的直接或间接反

馈，采用两种检索策略：一是单独使用每个关键词进

行检索，以获取各关键词下的独立信息；二是将这些

关键词进行不同方式的组合，以获取各关键词共同指

向的养老服务需求信息。为进一步增强数据集的代

表性和覆盖范围，遵循以下原则选取专注于医药卫

生或养老领域的公众号作为补充数据源。一是权威

性，优先选取由官方机构背书、知名医疗机构运

营、行业协会指导或具有深厚行业背景的团队维护

的公众号，其发布内容往往经过多重审核，信誉度

高，信息来源可靠。二是专业性，确保所选公众号

聚焦于医药卫生或养老领域，能够提供深入、专业

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政策解读、行业动态追踪、

学术研究成果分享、健康科普等，以满足信息需

求。三是活跃度，选择更新频率高、用户互动活

跃、读者反馈良好的公众号，其通常能及时捕捉并

传播最新资讯，确保信息的时效性和实用性。据此

选取 “中国老年人才”“养老先锋号”等作为补充。

最终，爬取共计１６２４条需求导向的文本数据。这

些数据长度差异显著，最长包含４８８５个字符，而

最短的仅有３７６个字符。

鉴于文本内容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原始数据中

不可避免地掺杂无效信息和干扰项，这些因素可能

会对后续的文本聚类分析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借

助Ｐｙｔｈｏｎ语言的ＮＬＴＫ文本处理库，对收集到的文

本数据进行精细化清理和筛选。具体筛选标准如

下。一是内容相关性，排除与养老需求主题无关或

相关性极低的文本。二是重复内容识别，通过文本

比对技术，识别并删除高度重复的信息，避免数据

冗余对分析结果的影响。三是无效信息过滤，过滤

文本中的停用词 （如常见的介词、连词等）、标点

符号及特殊字符，以提高数据处理效率与分析准确

性。四是异常值处理，针对缺失值或异常值，采取

科学合理的填补或剔除策略，以确保数据的完整性

和一致性。五是干扰项排除，根据文本内容的实际

情况，排除广告、推广信息等非实质性内容的干

扰。经过上述严格的数据预处理过程，筛选后保留

１５３１条需求文本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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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方法

聚类算法广泛应用于文本分析、商务、生物医学

等多个领域，但目前尚无通用算法能够适应所有数据

应用场景。针对本研究涉及的未分类但相似的文本数

据，选择Ｋ－ｍｅａｎｓ算法作为主要聚类方法。作为基
于划分的聚类算法之一［７］，该算法具有高稳定性、

对数据输入顺序的不敏感性以及在处理乱序数据时

结果的一致性，展现出优异的聚类效果［８］，适用于

处理本研究的文本数据，并能满足对数据聚类准确

性和稳定性的需求。本研究聚类分析过程如下。第

１步，利用手肘法确定最佳聚类数 ｋ值。在传统的
Ｋ－ｍｅａｎｓ算法中，聚类数目的确定往往依赖于人工
判断，这种主观性极大影响了聚类的准确性和可靠

性［９］。本研究利用手肘法，通过分析样本聚类误差

平方和 （ｓｕｍｏｆｓｑｕａｒｅｄｅｒｒｏｒ，ＳＳＥ）与 ｋ值的关系
图，观察关系折线图的拐点，从而确定最佳聚类数

ｋ值。

ＳＳＥ＝∑
ｋ

ｉ＝１
∑
ｘ∈ｍｉ
｜ｄ（Ｘ，Ｃｉ） ｜ （１）

式中：ＳＳＥ为所有样本的聚类误差，Ｘ为某个
样本，Ｃｉ为第ｉ个质心，ｄ（Ｘ，Ｃｉ）为样本到质心
的距离。在模拟簇数 ｋ小于 ｋ最佳时，增大 ｋ可以提
高各类别的聚类程度，并降低各类别的 ＳＳＥ。在模
拟簇数ｋ大于ｋ最佳时，各类的集聚度会随 ｋ的增加
而逐渐趋于平稳，之后簇的中心不再发生变化，这

时 “肘部”所对应的数值就是最佳聚类数 （ｋ＝
ｋ最佳）

［１０］。第２步，利用Ｋ－ｍｅａｎｓ算法完成聚类分

析。Ｗｏｒｄ２ｖｅｃ模型是一种高效的词向量算法［１１］，

能够将文本数据转换成二维或高维的数字向量，Ｋ
－ｍｅａｎｓ算法根据Ｗｏｒｄ２ｖｅｃ模型计算出的词向量之
间的距离［１２］，实现对文本信息的聚类分析。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手肘法确定最佳聚类数ｋ值

通过迭代获取不同 ｋ值下的聚类结果，并绘制
样本聚类与ｋ值的关系图，见图１。当 ｋ＞５时，折
线的斜率基本保持不变且呈现出递减趋势。因此，

为了达到最好的聚类效果，选择最佳聚类ｋ值为５，

即可将养老服务需求类型划分为５类，以识别不同
老年人群体的具体需求。

图１　手肘法确定最佳聚类数ｋ值

３２　聚类结果

借助Ｐｙｔｈｏｎ语言的ｓｋｌｅａｒｎ库实现 Ｋ－ｍｅａｎｓ算
法，获得５类养老服务需求的聚类结果。为了验证
聚类效果的合理性，结合 Ｍａｔｐｌｏｔｌｉｂ绘图工具对聚
类结果可视化处理，见图２，５个不同颜色的散点
分别代表５类文本，同类颜色间的散点分布呈集中
趋势，不同类颜色间的散点分布不存在明显偏差，

即不同类别之间清晰分离，而同类别内的数据点则

紧密聚集。结果表明，本研究所采用的聚类方法不

仅有效区分了不同类型的养老服务需求，而且同类

内部的相似度也达到较高水平，可认为聚类效果满

足研究需求。

图２　Ｍａｔｐｌｏｔｌｉｂ工具聚类效果

进一步采用词云图可视化工具直观展示不同类

别的文本内容，不仅能够揭示文本之间的共同点和

差异点，还能更直观地观察和比较文本数据，见图

３。其中图３（ａ）中 “医疗卫生”“医疗机构”“医

护人员”等高频词汇显著，突显了老年群体对医疗

卫生方面养老服务的高度关注。该群体期望获得由

专业医疗人员提供的全面且高质量的医疗照护服

务。图３（ｂ）中 “日常生活”“上门服务”“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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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居”等关键词尤为突出，反映了老年群体的主要

服务需求集中在家政服务、老年助餐、代购物品等

生活照料服务方面。随着老年人身体功能的衰退，

其越来越依赖家庭和社会力量满足这些基本生活需

求。图３（ｃ）中老年人对疾病预防方面的关注尤为
明显。在健康中国战略的大背景下，老年人愈发重

视预防保健，期望所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基于

自身的健康数据，制定个性化的卫生干预方案，为

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提供科学依据。图３（ｄ）中越来

越多老年人具有心理服务需求意愿，主要体现在对

子女和亲人陪伴与关注的渴望，希望获得来自家庭

的温暖与支持，同时也希望在参与社区活动的过程

中，不仅能够获得社交满足，还能在自身能力范围

内培养兴趣爱好，丰富精神生活。图 ３（ｅ）中
“安全隐患”“基础设施”“消防安全”“发生意外”

等关键词比较突出，老年人希望相关部门可以定期

进行安全排查，对公共场所的基础设施升级改造，

减少摔倒等意外伤害发生的可能。

图３　高频词汇在词云可视化中的分布

　　根据词云图分析结果，结合前文图２聚类效果

图，系统归纳和总结养老服务需求，见表１。当前

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主要聚焦于与日常生活相关

的传统型服务。相比之下，对于心理健康支持以及

环境适老化改造等深层次、个性化的需求，关注度

较低。

表１　养老需求类型数量及图像表示

类型序号 文本数量 （条） 需求文本特征

１ ５１４ 医疗照护

２ ４３６ 生活照料

３ ２５８ 预防保健

４ １２９ 精神慰藉

５ １９４ 环境安全

４　讨论及建议

４１　构建医养结合养老体系，精准满足老年人医
疗照护需求

　　医疗照护类需求尤为关键，涵盖了定期健康

检查、专业护理服务等诸多层面。应积极推进医

疗机构与养老机构紧密合作，切实满足老年人的

基础医疗需求。同时，建立完善的老年人健康档

案系统，定期开展健康检查和医疗咨询活动［１３］，

为行动不便、失能、患有慢性病以及高龄的老年

人提供便捷、有针对性的家庭病床服务和上门巡

诊服务［１４］。这样的综合照护体系不仅能够有效提

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也是实现健康老龄化社会

的重要途径。

４２　提供多元化生活照料服务，全面提升老年人
生活质量

　　生活照料类需求聚焦于老年人的日常起居，包

括饮食、起居等基础性生活照料。随着年龄增长，

许多老年人因身体功能逐渐衰退而难以独立应对日

常活动，需要得到他人的协助。然而，目前社区提

供的生活照料主要集中于饮食服务，对家政服务、

代买等多元化需求涉足较少。应在政策层面发挥引

导作用，丰富日间照料服务类型，加强社区服务功

能建设，鼓励志愿者参与老年照料服务［１５］；引导物

业、企业、零售服务商等多元化服务机构拓展服务

范围，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用品代购、代收代缴等基

本生活照料服务，确保老年人的日常生活需求得到

全方位、多层次的满足。

４３　强化预防保健教育，助力老年人健康自我管理

老年人对自我健康的关注度日益提高，预防保

健类需求不仅体现了老年群体对健康生活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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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其积极应对老龄化挑战的具体体现。《“十四

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１６］明

确指出，加强老年健康教育和预防保健等举措是完

善老年健康支撑体系的关键。服务供给方应充分利

用多元化的传播渠道，广泛开展预防保健活动［１７］，

如计划免疫、营养指导等，对老年人及其看护人员

进行有效宣传，包括慢性病预防、就医注意事项

等。通过系统的健康教育、个性化的疾病预防指导

等服务，使老年人更全面地了解自身健康状况，提

升健康素养。

４４　多维度强化精神慰藉，提升老年人心理关怀
水平

　　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更易感受到孤独与寂

寞，这种心理状态对其生活质量和整体幸福感可能

产生不利影响。为改善老年群体的心理状况，政府

应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强化家庭成员对老年人心理

关爱的认识，使老年人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同时，

社区和养老机构应发挥桥梁作用，积极与高等院校

中的心理学、社会工作等相关专业合作［１８］，通过志

愿服务、公益有偿服务等多种形式，为老年人尤其

是有特殊困难的老年人提供心理咨询、情绪疏导等

心理关爱服务；此外，还可以结合老年人的兴趣爱

好和身体状况，设计多元化的文娱活动，以帮助老

年人缓解孤独感和焦虑情绪［１９］。

４５　构建安全舒适环境，全面满足老年人安全需求

环境安全类需求主要体现在老年人对居住环境安

全性的关注。为有效降低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可能遭

遇的安全风险，确保其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社会组

织应积极建设适老化服务设施，同时依据地方实际条

件，合理新建社区卫生服务站和适合老年人的锻炼场

所［２０］，促进社区健康服务资源的全面共享和高效利

用。此外，还应积极推广和普及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服

务技术，组织专业的社区护理人员细致评估老年人的

居住环境，及时发现并消除安全隐患。

综上所述，为了全面且精准地满足养老服务需

求，需要政府、社会组织、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等

充分发挥各方资源优势，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通过

政策引导、资金投入、专业培训、社会动员等多种

手段，推动养老服务从 “有”向 “优”的转变，实

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５　结语

本研究通过聚类分析法，将大量养老需求数据

细化为医疗照护类、生活照料类、预防保健类、精

神慰藉类、环境安全类５个方面，识别并剖析老年
群体复杂多元的服务需求，进而提出分类指导策

略，旨在帮助社区和相关服务提供者更精准地识别

并满足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从而全面提升养老服

务供给的针对性。本研究未明确限定时间范围，所

收集数据跨越不同时间段。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具

有动态性与复杂性，其可能随时间的推移及社会环

境的变化而动态调整，未来将进一步探索不同时间

范围内养老需求的变化趋势，以期揭示养老需求随

时间变化的动态特征，增强研究成果的全面性和可

靠性。为持续优化养老服务策略、完善养老服务体

系提供理论基础与数据支撑。

作者贡献：张馨月负责研究设计、数据分析、论文

撰写；宋泽宇、田晓伟、韩霜负责数据收集；孔杨

负责研究设计、论文修订。

利益声明：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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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　ＲＡＵＢＥＲＪ，ＦＯＸＥ，ＧＡＴＹＳＬＡ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ｓｍ

ａｒｔｐｈｏｎｅｕｓａｇｅ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ｔｏ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ｈｅａｌｔｈ

［ＥＢ／ＯＬ］．［２０２４－０１－０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ｓｃｈｏｌａｒｏｒｇ／ｐａｐｅｒ／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ｓｍａｒｔｐｈｏｎｅ－

ｕｓａｇｅ－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ｔｏ－Ｒａｕｂｅｒ－Ｆｏｘ／１ｆ９ｃ２ｅ１６６ｅｂａｅｅｆ０ｃｂ

２００ｃ５ｆ５ｅ７０ｆ１０ａａ４ｅ０５０ｂｃ．

４８　ＣＨＥＮＲ，ＪＡＮＫＯＶＩＣＦ，ＭＡＲＩＮＳＥＫＮ，ｅｔ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ｏｆ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ｒｅａｌｗｏｒｌｄｆｒｏｍｃｏｎ

ｓｕｍｅｒ－ｇｒａｄｅ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ａｌｓｅｎｓｏｒｓｔｒｅａｍｓ［Ｃ］．Ａｎｃｈｏｒａｇｅ：

Ｔｈｅ２５ｔｈＡＣＭＳＩＧＫＤ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ＤａｔａＭｉｎｉｎｇ，２０１９．

·７４·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５年第４６卷第２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２５，Ｖｏｌ．４６，Ｎｏ．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