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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机构目视化管理工作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养老机构内目视化管理的术语和定义、总则、常用工具和目标应用。

本标准适用于养老机构内护理类工作开展目视化管理方法的应用，其他非护理类工作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T 15565.2 图形符号 术语 第2部分：标志及导向系统

GB/T 15566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设置原则与要求

GB/T 19095 生活垃圾分类标志

WS/T 431 护理等级

3 术语和定义

GB/T 15565.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目视化管理 visual management

使工作区域内所有成员能够通过简单的视觉就能看清、理解、了解区域（包括实物区域与虚拟区域）

的情况，并进行持续改善的一系列系统方法。

4 总则

4.1 应用范围

宜以提升养老服务效率为基本原则，在机构内包括但不限于下列范围内开展目视化管理方法的应用：

a) 可向老年人及家属快速传递各种服务信息；

b) 直观显示潜在的以老年人为中心的管理理念及对服务对象的尊重；

c) 一目了然看懂相关位置指示；

d) 有助于各种管理信息公开透明；

e) 有助于促进养老机构文化的传达，营造以人为本的文化氛围。

4.2 表现形式

目视化管理可通过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形式展现：

a) 示意图形；

b) 颜色标识；

c) 数字化标识；

d) 静态事物动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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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展示牌；

f) 声音提示。

注：具体可理解为区域颜色图、路标，转弯处提示、房间标识牌、员工工作卡、宣传板、看板、各类功能室路线颜

色标识、养老机构内位置分布图、服务流程图等。

5 常用工具

5.1 颜色

5.1.1 可使用颜色区别以便于管理者识别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a) 区域；

b) 工作人员着装；

c) 不同区域的清洁工具；

d) 餐食器皿；

e) 药品、药盒。

5.1.2 当图形符号含有否定要素时，否定要素的颜色应为红色，其他符号要素的颜色宜为黑色或白色。

具体颜色使用可参照下列原则：

a) 红色，适用于各种禁止标志、交通禁令、消防设备标志、极限标识、危险警示等；

b) 黄色，适用于各种警告标志等；

c) 蓝色，适用于各种指令标志等；

d) 绿色，适用于各种提示标志、急救站、疏散通道、避险处、应急避难场所等。

5.1.3 安全色的使用应符合 GB 2893 的要求。

5.1.4 部分颜色的应用可参照下列原则：

a) 红色为涉及消防安全使用；

b) 绿、白、黑、灰等为安全物品;

c) 蓝色为防护材料；

d) 紫色为小心使用的贵重材料。

5.1.5 色彩应用应符合心理学，并考虑技术专业、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有利于内部员工身心健康，

有利于让老年人及家属产生舒适适应感。

5.1.6 需要运用色彩的场所，应进行标准化管理，不应有小张贴及涂改等现象。

5.2 标识

5.2.1 基本要求

5.2.1.1 宜开展标识管理的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a) 安全警示；

b) 护理信息，包括：护理级别、进食要求等；

c) 医护信息及药品；

d) 常用物品；

e) 仪器、设备；

f) 区域。

5.2.1.2 应使用文字或图形等方法对一些事项加以说明，强调重要性。

5.2.1.3 由字母、数字、汉字或其组合形成的符号和由文字、颜色或边框等组合形成的标识应符合 GB/T

15565.2 要求。

5.2.1.4 应符合统一、简约、鲜明、实用、严格实用的基本要求，做到视觉化、透明化、界限化。

5.2.1.5 应颜色鲜明，能产生较大刺激形成视觉认识，促进护理人员对风险意识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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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6 宜对各功能区域布局进行优化，用醒目的标识固定位置。

5.2.2 设置要求

5.2.2.1 通用图形符号标识，应包括但不限于在公共区域、办公区域、医疗区域、老年人居住区域、

老年人活动区域、仓储和操作区域。机构标志(logo)、引导牌、平面图、紧急疏散图、楼层号、内部门

牌号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在需要的位置进行设置。

5.2.2.2 具有明确功能的区域应在其出入口设置标志。

5.2.2.3 宜在出入口、楼梯和电梯附近以及主要导向节点处设置平面示意图和信息板。平面示意图应

给出建筑设施分布信息或示意区域内主要服务信息。信息板应给出区域内主要服务信息。

5.2.2.4 电梯外部和楼梯口的适当位置宜设置本层平面示意图，具体可参照 GB/T 15566 执行。

5.2.2.5 应将电梯间或楼梯口作为本层的导向出发点，选择本层主要功能室或主要服务设施设置导向

标志和导向线。

5.2.2.6 安全与警示图形符号标识，应包括但不限于在公共区域、办公区域、医疗区域、老年人居住

区域、老年人活动区域、仓储和操作区域。

5.2.2.7 生活与照护图形符号标识，应设置在老年人居住区域和老年人活动区域。

5.2.2.8 医疗与护理图形符号标识应设置在医疗护理区域。

5.2.2.9 交通与导向图形符号标识的设置，应包括但不限于公共区域、车辆出入口、道路、停车场所。

5.3 标志线

5.3.1 宜使用胶带或彩色油漆对区域、部位等进行统一标识。

5.3.2 宜使用醒目的颜色线条将不同区域进行划分，提示工作区域人员在不同区域遵守不同的职责。

5.4 看板

5.4.1 宜在看板上将相关事项用文字进行说明，包括但不限于：

a) 各种规章制度；

b) 工作流程；

c) 护理区域动态信息；

d) 工作人员工作事项的提示，包括：岗位工作及服务状况、进度、异常原因等。

5.4.2 字体不应过小，字数不应过多，宜在两米距离内快速准确识别。

5.4.3 宜使用简洁颜色搭配，展示各类信息更直观。

5.5 其他

宜对老年人紧急求助、设备设施故障等问题，使用信号灯及声音提示。

6 目标应用

6.1 人员

6.1.1 护理人员

6.1.1.1 宜区别制定员工着装规范，可参照以下原则：

a) 可按照工作性质的不同，使用适合该岗位需求的样式；

b) 对工作区域不同的工作人员，用着装颜色的不同来区分。

6.1.1.2 应以工作牌等方式传递工作人员的基本信息，如姓名、职务等。

6.1.1.3 宜采用“数字+姓名”等组合型式，并以较大字号及鲜明的颜色反差，方便服务对象快速识别

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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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老年人

6.1.2.1 应对失能老年人日常护理中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信息内容，采取直观便捷的方式进行快速识别，

便于在不间断操作过程中及时复核相关信息：

a) 护理级别；

b) 进食要求；

c) 压疮风险等级。

6.1.2.2 应对无行动障碍的老年人安全预防信息采用佩戴胸牌或信息卡等方式进行识别，包括但不限

于下列内容：

a) 是否有精神障碍；

b) 是否有认知障碍；

c) 走失预防及紧急联系信息。

6.2 区域

6.2.1 老年人房间

6.2.1.1 环境及设施设备宜使用使视觉感好、易于老年人获得安全感、心理放松的颜色，如：苹果绿

等。

6.2.1.2 应使用床头卡等形式展示老年人基础信息，呈现内容应简洁、鲜明，可参照附录 A 执行。

6.2.1.3 应对老人房间物品进行分区分类管理，对老人个人用品区域宜以图文形式标贴提示。

6.2.2 工作站

6.2.2.1 应在工作站内开展下列管理工作：

a) 标准规范：在醒目位置展示工作标准、手册、流程指引，在需要时方便拿取阅读；

b) 提示板：悬挂于醒目处，用于需要提示的信息，防止遗漏或遗忘；

c) 公共板：用于及时发布各种管理信息，便于工作人员及老年人及时了解相关信息；

d) 公开板：公开工作人员照片、姓名、岗位、工作时间等，宜对个人信息简要介绍。

6.2.2.2 护理人员工作及休息区域，墙壁宜采用较柔和的色彩，如：浅黄色、浅蓝色，不宜使用会墙

面反光的颜色。

6.2.2.3 宜对半失能老年人和全失能老年人在工作站内建立短期护理记录档案管理。

6.2.2.4 宜对工作区域常用工具规划固定摆放位置。

6.2.3 综合区

6.2.3.1 宜在各功能区域用图解的方法表现本区域工作标准的流程、检查评估的标准及注意事项等。

6.2.3.2 宜在操作区域对日常操作的标准分解步骤用图文的形式明确表示，要求每位护理人员在操作

前、操作中、操作后“多看一眼，多查一遍”，反复对照执行。

6.2.3.3 对护理技术及流程宜利用看板、宣传册和图解、视频、动画等方式呈现，应符合清晰、明确

且统一化的要求。

6.2.3.4 宜使用不同颜色的区域线条和文字将下列区域分开：

a) 清洁区、污染区；

b) 自理区、失能区。

6.3 物资

6.3.1 护理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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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1 应根据物品特有的性质及形状合理放置于储物柜或制定区域中，宜在储物柜上或制定区域粘

贴此类物品的名称、型号、缩略图、剩余数量及管理负责人，图片应形象直观。

6.3.1.2 物品柜根据取用频率合理布局。

6.3.2 药品

6.3.2.1 药品管理应符合法规要求，高危药品应贴红色高危标识。

6.3.2.2 不同种类的药品存放时按照种类贴上不同颜色的标签予与区别并分柜放置。

6.3.2.3 根据药品的取用频率合理布局，最常用的药品放置在容易发现并便于取用的地方。

6.3.2.4 抢救药品定数量，定位置、定种类、定期的检查及及时的补充等。

6.3.2.5 制定常用药物的名称，剂量、作用、副反应和配伍禁忌手册，分别放置于该药物的盒内。

6.3.2.6 宜对老人自带药品开展下列管理：

a) 药架区域划分并以标牌的形式管理；

b) 送药交药流程以图文形式进行公示；

c) 注意事项以图文形式进行公示。

6.3.3 工作人员生活用品

6.3.3.1 宜为工作人员提供独立的个人物品存放区，并明确个人姓名或工号。

6.3.3.2 对不同的物品可以图文形式分区管理。

6.4 环境卫生

6.4.1 应在养老机构内设置垃圾分类处理标识导入，具体表示要求可参考符合附录 A 给出的要求。

6.4.2 应对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情况进行目视化管理：

a) 清洁工具：应区分公共区域使用或私人使用；

b) 擦洗工具：应区分干湿；

c) 洗涤剂：应区分是否有毒。

6.4.3 宜对卫生使用工具规划区域以图文形式明确摆放位置。

6.4.4 应对洗衣房分类回收衣物以图文形式标识。

6.5 智能化应用

宜在养老机构内建立智能化信息看板，并可在移动端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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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目视化管理应用参考样式

A.1 部分图形样式

A.1.1 照护等级

A.1.1.1 表示老年人需要予以照护的程度。

A.1.1.2 应根据养老机构采用的等级划分标准，对老年人进行评估确定照护等级后，通过文字与颜色

的结合予以标识，具体使用可参照表A.1执行。

A.1.1.3 标识中文字内容应简单易懂。

表 A.1 照护等级标识

序号 图形符号 说明

1

以深红色为基础色，可应用于WS/T
431 规定的特级标志，常用于重度失
能老年人照护。

2

以红色为基础色，可应用于 WS/T
431 规定的特级或一级护理等级标
志，常用于重度失能老年人照护。

3

以黄色为基础色，可应用于 WS/T
431 规定的二级护理等级标志，常用
于中度失能或轻度失能老年人照护。

4

以白色为基础色，可应用于 WS/T
431 规定的三级护理等级标志，常用
于能力完好或轻度失能老年人照护。

一级

特级

二级

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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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 餐食要求

A.1.2.1 表示老年人日常饮食的注意状况。

A.1.2.2 可通过文字与颜色的结合予以标识，可参照表A.2执行。

A.1.2.3 标识中文字内容应简单易懂。

表 A.2 餐食要求标识

序号 图形符号 说明

1 以红色为基础色，表示鼻饲、禁食等特殊进食要求。

2

以黄色为基础色，表示老年人限制饮食状态，包括
糖、盐、脂肪、嘌呤等物质日摄入量限制等饮食要
求。

3
以白色为基础色，表示老年人饮食状态，包括普通
饮食、半流质饮食、流质饮食等。

A.1.3 其他照护需求

A.1.3.1 表示老年人日常照护过程中应重点关注的风险点及其他应注意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

容：

a) 防坠床、防噎食、防褥疮、防跌倒、放走失等预防信息。

b) 配发药品、医学治疗、康复训练等日常事项。

A.1.3.2 可通过图形或文字与颜色的结合予以标识，可参照表A.3执行。

A.1.3.3 宜使用图形标识，对无可参照使用图形标识标准的使用中文字标识应简单易懂。

A.1.4 垃圾分类

A.1.4.1 日常生活垃圾分为下列四类，标识可参照GB/T 19095执行，具体图标应符合表A.4的要求：

a) 可回收物：表示适宜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包括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和瓶罐等。

b) 有害垃圾：表示含有害物质，需要特殊安全处理等垃圾，包括对人体健康或自然环境造成直接

或潜在危害大电池、灯管和日用化学品等。

c) 餐厨垃圾：表示食堂及餐饮过程中产生的易腐性厨余垃圾和餐饮垃圾。

d) 其他垃圾：表示其他分类之外的垃圾。

鼻饲

低脂肪

半流质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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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4.2 医疗垃圾应独立存放处置，标识使用黄色、三角形形状。

表 A.3 其他照护需求标识

序号 图形符号 说明

1

以黄色为基础色，表示日常照护中应重点关注的风
险点，包括：防坠床、防噎食、防褥疮、防跌倒、
放走失、防过敏等。

2
仅在用于老年人床头卡信息提示时，表示该老年人
需进行康复训练。

3
仅在用于老年人床头卡信息提示时，表示该老年人
需进行药品配发服务。

4

仅在用于老年人床头卡信息提示时，表示该老年人
需进行诸如胰岛素注射等简单医学治疗及相关保
健咨询服务。

5
仅在用于老年人床头卡信息提示时，表示该老年人
正在进行医学诊疗或临时院外就医。

防

坠 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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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 常见垃圾分类标识

序号 图形符号 含义

1
可回收物

Recyclable waste

2
有害垃圾

Harmful waste

3
餐厨垃圾

Food scrap

4
其他垃圾

Other waste

5

医疗垃圾

Medical waste

A.2 老年人床头基础信息卡

A.2.1 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a) 姓名、性别；

b) 出生年月、年龄；

c) 入住日期：

d) 床号；

e) 家属电话：

f) 医/护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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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照护等级；

h) 饮食要求；

i) 必要的注意事项。

A.2.2 可参照图A.1制作并使用。

机构logo+养老机构名称 床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年龄： 岁

入住日期：

家属电话：

责任医/护姓名：

照
护
等
级

饮食

摄入限制
其他照护需求是

否

药
品
配
发

饮食状态

机构logo+养老机构名称 床号：3-31

姓名：张国庆 性别：男

出生年月：1949.10 年龄：70

岁

入住日期：2017.01

家属电话：13012345678

责任医/护姓名：王某某

图 A.1 老年人床头卡空卡及使用样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照护需求

饮食
摄入限制

防
褥疮

防
噎食

防
坠床

一级

低脂肪

低糖

普通饮食

低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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