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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市 民 政 局

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

沪民残福发〔2023〕1号

--------------------------------------------------------------

关于印发《困难重度残疾人养护机构

建设和服务指引（试行）》的通知

各区民政局、残联：

为保障残疾人基本养护需求，提升本市残疾人公共服务供给能

力和水平，市民政局、市残联根据《关于推进本市“十四五”期间

困难重度残疾人养护机构及床位建设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

施意见》）有关要求，结合本市工作实际，联合制定了《困难重度

残疾人养护机构建设和服务指引（试行）》，现印发你们，请遵照

执行。

各区民政局、区残联要根据本市《实施意见》明确的工作任务，

按照本指引全面梳理排摸辖区内困难重度残疾人入住需求，推进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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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困难重度残疾人养护机构和床位建设。

上 海 市 民 政 局 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

2023年 5月 4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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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重度残疾人养护机构建设和服务指引（试行）

一、总则

（一）目的和依据

1.为适应本市困难重度残疾人照料设施建设发展的需要，制订

本指引。

2.本指引主要依据《残疾人托养服务机构建设标准（建标

166-2013）》《就业年龄段智力、精神及重度肢体残疾人托养服务

规范》（GB/T 37516-2019）以及《残疾人养护机构服务规范》

（DB31/T 503-2010）制定，适用于困难重度残疾人照料设施建筑设

计和服务，符合困难重度残疾人生理、心理特点，保证困难重度残

疾人基本生活质量和照料服务有效开展。

（二）术语

1.困难重度残疾人养护机构（以下简称“养护机构”）：是指

本市根据《关于推进本市“十四五”期间困难重度残疾人养护机构

及床位建设的实施意见》（沪民规〔2022〕13号）要求设置并依法

登记的，为经评估后有照护需求的困难重度残疾人提供住养和日常

生活护理服务的非营利性机构。

2.困难重度残疾人（以下简称“残疾人”）：是指具有本市户

籍 18周岁以上不满 60周岁，纳入本市最低生活保障覆盖范围，持

有本市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且残疾等级被评为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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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的残疾人或者三级智力残疾人。

3.助残护理员（以下简称“护理员”）：现阶段是指经过养老护

理员专业培训，掌握护理技能，从事残疾人养护服务的专职护理人员。

4.康复辅助技术咨询师：是指根据功能障碍者的身体功能与结

构、活动参与能力及使用环境等因素，综合运用康复辅助技术产品，

为功能障碍者提供辅助技术咨询、转介、评估、方案设计、应用指

导等服务且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人员。

二、建设要求

（一）基本规定

1.养护机构应按照《关于印发〈残疾人服务机构管理办法〉的

通知》（民发〔2018〕31号）要求，依法进行登记。

2.养护机构选址应充分考虑残疾人的特殊性，选择方便残疾人

及其家属出入、交通便利的地段。机构的房屋建筑宜为三层或三层

以下；与其他建筑合并建设时，应设置于合建建筑的低层部分，且

有独立的出入口。

3.养护机构建设应符合《残疾人托养服务机构建设标准（建标

166-2013）》的要求，配备与服务范围相适应的建筑设备和服务场

地。建设级别应按寄宿制“二级，床位数 80—240区间”标准执行，

建筑面积指标数不少于床均 36㎡；机构设置床位数大于 250张，应

按寄宿制“三级，床位数 250以上区间”标准执行，建筑面积指标

数不少于床均 39㎡。

4.建筑设备包括建筑及排水系统及设备、暖通空调系统及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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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供电配电系统及设备、弱电系统及设备和无障碍设施、食品卫

生、消防安全和通讯报警等基础设施。

5.宜根据残疾人的残疾类别及特点分别布局建筑物，以防止残

疾人走失和相互伤害。宜根据传染病防控要求，布局建筑功能区。

（二）建筑设计

1.住养居室

（1）应符合《就业年龄段智力、精神及重度肢体残疾人托养服

务规范》（GB/T 37516-2019）的要求。

（2）单人间使用面积不小于 10平方米。

（3）合居型居室每张床位的使用面积不小于 6平方米。

（4）住养居室适当位置应有标明残疾人的姓名、护理等级和注

意事项等内容的标识。

（5）住养居室宜设置卫生间，区域内设置就餐和活动空间。

2.食堂

（1）应具备能满足残疾人多元化饮食需求的食堂。

（2）食堂应具备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颁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

3.内设医疗机构

（1）应按照卫生健康部门相关要求设置内设医疗机构，承担残

疾人常见病、多发病的日常诊疗服务。

（2）内设医疗机构的总建筑面积应不小于 40㎡，各功能室应

独立设置。

（3）应建立特殊情况下与上级指导医院的绿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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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康复室

宜设置适合残疾人生活技能锻炼等使用的康复活动室。

5.心理疏导室

（1）应设置供残疾人和护理员进行心理疏导、心理解压、心理

咨询等使用的心理疏导室。

（2）心理疏导室的布置应温馨、舒适，宜采用易于让使用者获

得安全感、心理放松的颜色搭配。

（三）专门要求

1.无障碍设计

养护机构内的建筑物应配备基本的无障碍设施，并符合《无障

碍设计规范》（GB 50763-2012）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

——人员进出口应设置无障碍坡道；

——过道、洗手间、浴室等应安装双侧扶手；

——过道宽度应能保证轮椅或辅助行走工具的通行顺畅，过道

和各类居室以及洗手间、浴室等不应设置门槛；

——门窗桌椅尖锐角应设置防撞条和限位器等；

——电器、开关应有防触电措施；

——载人电梯应设置适合乘坐轮椅人员使用的操作按钮；

——无障碍设施应有相应的标志标识和使用提示等。

2.消防设计

养护机构房屋建筑耐火等级和消防设施的配置，应遵守国家建

筑设计防火规范的有关规定，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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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楼层宜设置残疾人防灾避难区域，以满足应急救援要求；

——消防设施标志的设置应符合《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

（GB 15630-1995）的要求；

——应根据要求配备微型消防站等消防设备。

（四）建筑设备

1.给水与排水

养护机构应有给水排水设施，并符合国家相关卫生标准的规定。

排水、排污和废弃物的处理应该符合环保法规和有关规定。

2.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

养护机构应配置室内温度调节设备，以保证室内温度冬季不低

于 16℃、夏季不高于 28℃，并有通风换气装置。

三、服务要求

（一）岗位设置及人员配置

1.岗位设置：养护机构应按照专、兼职相结合的原则，配置与服

务范围相适应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护理员和工勤服务人员。

2.人员配置：

（1）管理人员配置：管理人员数量及岗位设置由各区根据需要

自行确定。

岗位要求应包括但不限于：

——具有管理工作经历；

——具有社会工作、社会福利、康复医疗等相关学历或资质；

——熟悉残疾人领域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掌握残疾人养护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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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相关专业知识。

（2）专业技术人员配置：应配备专职医师、护士、康复辅助技

术咨询师、财务人员等，有条件的可以聘用康复治疗师或康复护理

师，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均不低于 1名。应根据实际需求相应扩大专

业技术人员的配置。宜聘请一定数量的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以提供

心理咨询和心理疏导服务，以及适宜的助残服务。

岗位要求应包括但不限于：

——持有有效的专业资格证书；

——遵纪守法，具有从事残疾人工作的职业素养；

——具备提供残疾人社会工作、医疗或康复、心理咨询或疏导

等专业服务的能力等。

（3）护理员配置：应按不同护理等级，配备护理员。不同护理

区域护理员与残疾人的比例在 1:1.5~1:3.5为宜。

岗位要求应包括但不限于：

——持有效的健康合格证且接受护理员相关岗位培训后方可上岗。

——初建阶段可共享养老护理员专业培训资源完成培训。

（4）服务人员配置：应根据需求配备相适应的水（电）工、安

保、厨师，清洁工等各类服务人员。应根据实际需求相应扩大服务

人员的配比，可招募一定数量的志愿者。服务人员应穿着本机构规

定的分类制服，穿戴整洁，佩戴服务标识。

岗位要求应包括但不限于：

——符合法律法规及行业要求，持证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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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纪守法，具有从事残疾人工作的职业素养；

——掌握相应的业务知识和岗位技能，并接受相关专业培训。

（二）服务内容

养护机构提供的服务应当包括但不限于生活照料和护理、生活

自理能力训练、社会适应能力训练、基本康复、心理康复、个性化

康复、保健助医、药品管理、膳食服务等，基本内容应符合《就业

年龄段智力、精神及重度肢体残疾人托养服务规范》（GB/T

37516-2019）的要求。

1.服务提供：入（出）院管理

（1）达成入住协议前养护机构应向残疾人或其家属、监护人提

供清晰和准确的服务信息，包括服务设施、服务内容和项目、护理

等级、收费标准、服务承诺等。

（2）入住前养护机构应对残疾人进行适宜性观察、评估，有必

要的可以进行家访。残疾人应持有 60天内专业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

出具的体检报告及病历，以确定其身体状况稳定并具备入住条件。

（3）正式入住前养护机构应与符合入住条件的残疾人或其监护

人等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责任主体签订试住协议，约定相应的试住时

间，试住时间 1个月为宜。

（4）试住期满，经养护机构综合评定，符合入住条件的，养护

机构应与残疾人或其监护人等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责任主体签订具有

法律效力、权责明晰的入住养护协议书，协议一年一签。

（5）养护机构应建立残疾人个人档案，一人一档，详细记录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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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状况及注意事项，并做好存档工作。

（6）发生协议中约定的视作服务终止的情况时，应及时完成物

品清点、财务结算等，办理出院手续，协议即时终止。

（7）区民政局、区残联要指导养护机构拟制相关协议。协议一

般载明下列事项：

——残疾人养护机构的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

人、联系方式；

——残疾人指定的经常联系人或者其监护人等的姓名、住址、

身份证明、联系方式；

——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

——收费标准以及费用支付方式；

——服务期限和地点；

——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协议变更、解除与终止的条件；

——违约责任；

——争议解决方式；

——当事人协商一致的其他内容。

2.服务保障：信息管理

（1）残疾人入住时，养护机构应收集包括个人基本情况、养护

协议、健康检查等信息，并签订入住、风险告知、委托发药等协议。

（2）养护期间应及时保存护理、康复评估等记录，应保存重大

疾病医疗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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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尊重和保护残疾人个人隐私，妥善管理健康和活动等档案。

（4）应公开养护机构的基本信息，包括服务设施、服务内容、

残疾人、服务流程、收费标准等。

（5）应根据残疾人或监护人提供的残疾人体检报告，建立残疾

人健康档案。

（三）服务管理

1.场所要求

（1）住养居室应配备符合残疾人起居特点的家具，各种家具、

用具应采用无尖锐角以及突出部分等的设计。

（2）各类场所内存放的各类工具、危险物品，以及可自行操作

的设备，应设有效防护装置，防止残疾人拿取或误操作。

（3）用于供缺少自制能力和有暴力倾向的残疾人居住的住养居

室，应设置适合于采取安全保护和监护措施的设施。

（4）每个住养居室的合适位置及卫生间、公共活动区域应设置

紧急呼叫装置。

（5）公共区域和需要监控的区域应加装视频监控设备并具备保

留不少于 90天的音、视频资料的能力。

（6）过道及应急通道应设有应急照明装置。

（7）食堂餐具应采用无毒、耐高温、不易碎的材料。

（8）内设医疗机构应配备与所开展的诊疗科目相适应的、符合

相关规定的诊疗设备。

（9）康复室和心理疏导室宜配备与开展康复服务、心理疏导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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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相适应的必要设备以及康复辅助器具。

（10）公共标识的设置应符合《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第 1

部分：通用符号》（GB/T 10001.1-2012）的要求。

（11）养护机构配备电梯等特种设备，应按照相关要求办理使

用手续。

2.服务评价与改进

（1）应定期进行服务质量评价，包括养护机构自我评价和残疾

人或监护人评价。养护机构自我评价和残疾人或监护人评价至少每

年一次。残疾人或监护人评价时，可采用意见征询、实地察看等方

法。养护机构应根据评价结果采取有效措施，持续提高服务质量。

（2）主管部门应建立评价指标，定期（至少每年一次）对养护

机构服务质量进行测评。评价指标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下内容：

——意外伤害事故发生率

——压疮发生率

——服务质量投诉率

——无障碍设施完好率

——护理服务满意度

——康复服务满意度

主管部门根据质量评价情况，指导养护机构加以改进。

-------------------------------------------------------------------------------------------------
上海市民政局办公室 2023年 5月 8日印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