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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概要】 

为了使老年人能以自己为主体对自身的生活进行诊断和改善，我们
开发了老年人和对老年人事业进行支持的专家双方都容易理解的诊
断指标：LPA指标，以便于老年人自我诊断和由专家进行诊断。 
Comprehensive care in the region, it is important to improve the diagnosis and proactively own life 
subjectively for all aspects of older people's lives. Therefore, the development of indicators LPA as 
a diagnostic indicator that is both easy to understand and support professionals to the elderly, try 
to expand the community through LPA systems. 

 
 

在取代以前的家族护理和机构护理的地区综合护理的环境

中，为了实现以老年人自己为主体的生活，由老年人自己

对自身的个人信息进行管理、以自己为主体对自身的生活

进行诊断和改善、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观点。 

在地区中各种服务内容正在展开增加的环境中，在能俯瞰

生活整体的状态下适当地接受各种服务是很重要的，所以，

就需要有一套老年人和支持老年人事业的专家双方都容易

理解的诊断指标。 

研究背景  
 
就是将活动量、心率、位置信息等的生物特征数据以及生活

行为等作为生活日志信息来数据化，并以此为基础对生活样

式进行分析、评价的指标。 

生活日志信息并不是单单被作为身体活动量的管理信息来使

用，而是将其作为生活样式的诊断指标来评价，以此来明确

维持身体的、精神的、社会的健康所需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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