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与学习 7卷 1期
ISSN:2705-0408(P)；2705-0416(O)

    316

关于现代化技术优化慢性疼痛多维度诊疗的实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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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以及现代化生活方式的推进，慢性疼痛愈发凸显，现代化技术在慢性疼痛的多维度诊疗中发

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旨在分析现代化技术在优化慢性疼痛多维度诊疗中的实践应用，包括数字疗法、虚拟现实技术、

机器人技术、物理治疗技术等，探讨其优势、所遇挑战以及后续发展的趋向。本文综述近年来现代化技术在慢性疼痛中的

实践应用，以期为慢性疼痛的临床诊疗与康复提供全新的思考方向与解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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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和现代化生活方式的改

变，慢性疼痛已然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且在

日常生活中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基于现有的传统的

慢性疼痛诊疗方法进行总结发现，已有的治疗方法往往存

在局限性，无法针对患者的个体化需求解决问题。而在现

代化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数字疗法、虚拟现实技术、机

器人技术、物理治疗技术等治疗方法，为慢性疼痛的多维

度诊疗创造了新的机遇。可以依靠这些技术完成个体化的

疾病管理策略，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为临床收集相关

数据提供便捷，以期借此改善慢性疼痛患者的治疗效果。

1.	现代化技术在慢性疼痛多维度诊疗中的应用

1.1 数字疗法

概述：数字疗法（digital therapeutics，DTx）是一种由

软件程序驱动，以循证医学证据为基础的新兴治疗方法 [1]。

它可以通过各种数字化设备，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计

算机等设备为患者进行评估，且根据评估结果为患者提供

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DTx 的主要特征：具备高质量的软件程序、有循证医

学证据、能够提供干预与治疗 [2]。

优势：操作便捷、个体化、可达到性强。患者的治疗

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同时，数字疗法可以根据患者的

具体情况进行治疗方案的调整，提高治疗效果。

应用案例：在慢性疼痛的治疗中，数字疗法可以用于

疼痛评估、心理干预、物理治疗等方面；通过手机应用程

序进行疼痛评估，患者可以实时记录疼痛程度、发作时间

等信息，这些信息为医生调整治疗方案提供了依据。例如，

三星电子公司开展了老年智能手表在疼痛评估方面的应用

实践，结果表明借助移动医疗 APP 改善慢性疼痛具备现实

可行性 [3]。另有研究把 Pain Guard 移动程序应用于癌痛患

者，最终发现患者疼痛程度减轻，药物依从性提高，同时

该程序引发的不良反应较少，患者的满意度较高 [4]。基于

慢性疼痛现象愈发凸显的情况，数字疗法的发展更新速度

愈来愈快。

1.2 虚拟现实技术

概述：虚拟现实技术（virtual reality,VR），它是这样

一种技术：借助头戴式显示器，搭配能够对视觉、听觉进

行刺激的头部跟踪演示器，营造出一种让使用者仿佛身临

其境的人工体验环境 [5]。VR 技术，又称虚拟仿真技术，由

Sutherland 于 20 世纪 60 年代提出，是一个能够构建虚拟世

界，并让用户获得沉浸式体验的计算机仿真系统。其工作

原理是运用计算机生成模拟环境，这一环境融合了多源信

息，具备交互式的三维动态视景，还能模拟实体行为。通

过这样的系统仿真，用户能够深度沉浸其中。在人机交互

模式下，用户可以凭借听觉、视觉、触觉、嗅觉等多种感

知功能，与计算机所生成的虚拟世界展开互动 [6]。

虚拟现实技术（virtual reality,VR）的特点：呈现出多

感知性，即能够让用户通过多种感官，如视觉、听觉、触

觉甚至嗅觉等，去感受虚拟环境；拥有存在感，使用户仿

佛真实置身于虚拟世界之中；还具有自主性，虚拟世界中

的物体可依据预设的规则自主运动或做出反应 [7]。VR 还具

有独特的沉浸感、交互性和构想性 3 个特点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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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虚拟现实技术具有安全性高、趣味性强、与传

统治疗手段相比，VR 在依从性方面占据一定的优势 [9]。

应用案例：在治疗慢性疼痛中，虚拟现实技术针对不

同原因的慢性疼痛患者均有一定减轻疼痛的作用，缓解疼

痛的主要机制总结为以下两个比较普遍的学说，其一，VR

能使患者注意力从现实世界抽离，聚焦于虚拟环境，以此

达到转移注意力的效果 [10]。其二，借由听觉、视觉、触觉

等感觉反馈，VR 可促使运动和前运动皮层活跃起来，助力

皮层重组回归正常状态 [11]。VR 在疼痛领域的首次应用，要

回溯到霍夫曼（Hoffman）及其同事开发的 VR 游戏“雪世界”

（Snow World），玩家能在其中向虚拟角色投掷雪球 [12]。在

烧伤患者伤口护理时，VR 作为阿片类药物镇痛的辅助方式，

能有效减轻患者痛觉，并且反复使用也不会降低效果 [13-14]。

有研究表明，使用“雪世界”VR 程序，接受物理治疗的小

儿烧伤患者疼痛程度相较于对照组降低了 27%-44%[15]。如

今，VR 被广泛用于治疗多种疼痛，包括烧伤后疼痛 [16]、牙

痛 [17]、缺血性疼痛 [18]、癌症痛 [19]、慢性头痛 [20] 等。它不仅

能缓解患者的疼痛感受，还有助于改善其心理健康。大量

相关研究已证实，无论是手术操作引发的急性疼痛，还是

像颈部疼痛这类导致的慢性疼痛，VR 都能发挥显著的缓解

作用 [21-26]。

1.3 机器人技术

概述：机器人技术在疼痛管理中的应用是一个新的研

究领域。机器人可以用于物理治疗 [27]、心理干预等方面，

帮助患者缓解疼痛。

优势：机器人技术具有精准性、重复性好、可定制化

等优势。机器人可以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提供

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同时，机器人可以进行长时间的治疗，

减轻医生的工作负担。

应用案例：在慢性疼痛的治疗中，机器人可以用于物

理治疗、心理干预等方面。例如，机器人可以进行按摩、

牵引等物理治疗，帮助患者缓解疼痛。手功能机器人镜像

疗法与常规康复相结合，减少了传统镜像治疗时治疗师对

患者手的接触，增加了运动想象与患者自主运动的结合，

弥补既往常规康复的疗效不足，对患者进行综合的治疗，

对于改善 CRPS 患者的疾病严重程度、疼痛、手部握力、手

功能及肢体水肿均有较好的疗效 [28]。

1.4 物理治疗技术

概述：物理治疗技术主要涵盖运动治疗与物理因子治

疗两大板块。运动疗法方面，常见的有关节活动技术，通

过针对性的动作促进关节灵活运转；关节松动技术，助力

调整关节位置与活动度；肌肉牵伸技术，拉伸肌肉以改善

其柔韧性；肌力训练技术，增强肌肉力量。在物理因子治

疗中，有电疗，利用不同电流刺激身体；光疗，借助特定

光线产生治疗效果；磁疗，依靠磁场作用于人体；蜡疗，

运用温热的蜡敷于身体治疗。这些物理治疗技术，是慢性

疼痛治疗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29]。

优势：物理治疗技术是无创的且安全性高及副作用小，

治疗师可以直接利用这些技术直接作用于疼痛部位，缓解

疼痛。

应用案例：在慢性疼痛的治疗中，物理治疗技术可以

用于多种疾病的治疗。例如，在膝关节炎的治疗中，采用

光疗、音乐疗法、运动疗法、电疗、蜡疗等综合治疗方法，

治疗效果可以显著提高。

2.	现代化技术在慢性疼痛多维度诊疗中的挑战

2.1 技术成本高

现代化技术的研发和应用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这使

得技术成本较高。对于一些经济条件较差的患者来说，可

能无法承担这些费用。

2.2 技术普及度低

目前，现代化技术在慢性疼痛诊疗中的应用还处于起

步阶段，技术普及度较低。很多医生和患者对这些技术了

解不够，缺乏使用的意愿和能力。

2.3 技术安全性和有效性有待进一步验证

虽然现代化技术在慢性疼痛诊疗中显示出了一定的优

势，但这些技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还需要进一步验证。需

要进行更多的临床研究，以确定这些技术的适用范围和治

疗效果。

3.	现代化技术在慢性疼痛多维度诊疗中的未来发展方向

3.1 降低技术成本

通过技术创新和规模化生产，降低现代化技术的成本，

使其更加普及。同时，政府和社会可以加大对慢性疼痛诊

疗技术的投入，为患者提供更多的支持。

3.2 提高技术普及度

加强对现代化技术的宣传和培训，提高医生和患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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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技术的了解和认识。同时，建立完善的技术服务体系，

为患者提供便捷的技术支持。

3.3 加强技术研发和临床研究

加大对现代化技术的研发投入，不断推出新的技术和

产品。同时，加强临床研究，验证技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为临床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4.	结论

综上所述，在社会压力及竞争力不断增强的当今社会，

慢性疼痛已然成为困扰大家的主要问题，且随着社会的进

步、科技的发展，现代化技术在慢性疼痛的多维度诊疗中

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数字疗法、虚拟现实技术、机器人

技术、物理治疗技术等为慢性疼痛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

和方法。然而，这些技术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如技术成本

高、普及度低、安全性和有效性有待进一步验证等。未来，

需要通过降低技术成本、提高技术普及度、加强技术研发

和临床研究等措施，推动现代化技术在慢性疼痛多维度诊

疗中的应用，为患者提供更加有效的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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