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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综述了关于“互联网+延续护理”对慢性阻塞性患者康复及生活质量影响，并对医疗技术在互联网进行

移动应用的发展局限及方向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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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 性 阻 塞 性 肺 病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是一种气流受限不完全可逆、以活动后

气喘为主要表现、呈进行性发展、与肺部对香烟烟雾等有

害物体或有害颗粒的异常炎症反应有关，可以预防和治疗

的疾病。2020 年慢性阻塞性肺病成为了全球死亡的第 3
大原因[1]。慢阻肺患者需长期接受治疗与康复训练，但患

者在出院后的医从性与重视度方面较差，故延续护理十分

重要[2]。随着社会的逐步发展，网络挂号、线上问诊、家

庭医生等都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互联网+延续护理”的

目标在于优化诊断治疗、及时控制风险、提高生活质量、

降低照护与经济压力、节省医疗资源。本文主要讲述了“互

联网+延续护理”对慢阻肺者生活质量影响及其进展。 

1  互联网+延续护理的特点 

互联网具有自由性、交换性、共享性等特征，通过互

联网能够了解慢阻肺疾病的相关知识，填补了传统医学模

式的短板，进一步让资源得以有效配置。慢阻肺患者在网

络下，可快捷进行在线问诊、在线挂号及在线康复指导治

疗等。能够组建慢阻肺患者的病友群，让恢复较好的患者

指导其他病友进行积极治疗，有利于促进慢阻肺患者康复

的决心，病友之间探讨病情，可产生共情效应，从而互相

激励，提升患者的医从性。延续护理主要是帮助患者处于

一个相对健康、科学的环境当中[3]，充分做到以患者为中

心的居家护理服务。延续护理有利于消息、管理、关系各

方面的延续，利于患者快速从患者角色转换到社会生活

中，互联网+延续护理，将互联网的优势与延续护理的特

点充分结合起来，促进慢阻肺患者的康复。 

2  互联网+延续护理的内容 

2.1  互联网延续护理的前期实施 
通过患者出院时，医院在患者知情并且同意的情况

下，让患者下载医院延续护理专用 App 或利用微信等网

络延续护理的方式对患者进行信息录入，了解慢阻肺患者

的个人健康史，包括抽烟史、有害物质暴露史、既往史、

家族史、发病年龄及易发气候、肺功能受损情况；身体状

况记录、辅助检查、实验室检查、心理—社会支持系统，

包括患者对待疾病的态度，患者的社会经济地位，患者及

家属对疾病的态度、心理、性格、生活方式等方面因素。

并且评估患者对互联网+医疗的了解度与配合度，以保障

后期的互联网+延续护理的实施与开展。 
2.2  互联网延续护理对COPD患者生活质量影响

现状 
移动健康是指基于网络展开挂号、问诊、适时关注病

情等，在慢性疾病患者（如 COPD）的疾病咨询中被广泛

应用。互联网+延续护理对 COPD 患者出院康复与生活质

量的影响也非常重大。李永红[4]在文章中表明，接受延续

干预性护理后，观察组的慢阻肺患者在日常生活、社会活

动、焦虑心理、抑郁心理的评分中，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可见，延续性护理后，慢阻肺患者的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改

善。 
2.3  互联网延续护理对COPD患者康复干预 
2.3.1  干预内容 
干预内容包括：①进行健康宣教和劝说患者戒烟；②

教导患者实施有效的咳嗽与咳痰；③教导患者按照医嘱准

确服用治疗药物；④教导患者正确使用家庭氧疗和雾化

器，正确吸入雾化药物；⑤教导患者行肺功能康复锻炼；

⑥慢阻肺相关知识宣教；⑦疏导缓解患者的消极就医情

绪；⑧预防急性加重；⑨日常生活教导；⑩正确实施饮食

护理等。 
2.3.2  干预方式 
干预方式包括：①健康宣教：通过基于网络的“微时

间”[5]把与 COPD 相关的健康教育知识，以问答、视频、

测试等的形式纳入医院延续护理 App，从而使患者随时可

以利用简短时间学习 COPD 相关知识，方便快捷提升自

我知识储备进而更好看护自我。②肺功能锻炼：医护人员

可审核通过后，上传正确的肺功能训练视频，例如，缩唇

训练、腹式呼吸训练、有效咳嗽与咳痰训练，可通过打卡

方式，带领并督促患者进行有效锻炼。陈贵华等的研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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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微信平台的运用减少了 COPD 患者急性加重住院次

数，使患者自我护理技能及生活质量得以提高[6]。③定期

随访：医护人员适时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的监测方案，督促

患者定期检查生理学指标，助其建立自我管理意识，便于

后期评估患者的健康状况[7]。 

3  互联网+延续护理存在的问题 

3.1  互联网下的医护人员的责任心、技术与资源 
分配问题 

互联网+医疗下的局势的发展，加大了医护人员的工

作量，进一步增加了其心理压力，医护人员的责任心很大

程度上影响了患者通过互联网就医康复的质量。医术较高

的医生因为门诊和手术会花费其大量的时间，因此，互联

网+医疗上的问诊医生的专业课知识技术水平有待考证。

互联网+医疗缺乏专业管理人员，因此没有形成较好的监

督问责制度，也可以说完全是依赖医护人员的职业道德下

进行就医指导行为，如何正确分配互联网+下的医护资源

问题也是一项需要解决的问题。 
3.2  患者对互联网+的认知使用问题 
每个患者的社会地位与接受的教育水平不同，城市及

发达地区网络普及、乡村及落后地区的网络欠发达，慢阻

肺患者大多是高龄老人，老人对互联网使用水平，严重地

影响了互联网+延续护理的进行。有研究显示[8]，83.3%的

慢阻肺患者对 COPD 疾病不熟悉，50%以上的慢阻肺患者

不熟悉吸烟与疾病的关系认知、对家庭氧疗的认知、对呼

吸康复锻炼的认知及对吸入剂使用的认知，61.2%的患者

不熟悉对健康教育的必要性认知。 
3.3  网络安全与患者个人隐私问题 
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健康管理及健康教育等日益丰富、

快捷及高效，同时存在不可避免的安全隐患：①互联网+
健康管理内囊括覆盖硬件研发、健康数据监测搜集、云健

康管理、在线问诊及慢性病管理的生态系统，囊括病患的

个人隐私信息。如果没有良好的保密制度，使得不法分子

窃取到数据，可能威胁甚至损害患者的合法权利。②某些

网络信息内容不可靠，来源不明，患者的知识水平的不高

等，容易给患者带来误导。③基于互联网的健康研究在应

用上样本量不够，因而其效果难以得到验证及肯定[9]。 

4  结语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互联网+延续护理也越来越被

人重视，基于网络，使医护人员对慢阻肺患者出院后自我

康复的指导得以便捷实施，便于为患者线上复诊及调整治

疗等；患者对疾病的认知程度及自身知识储备得以提升，

从而更能应对疾病，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医疗资源，减

轻了患者及家属的经济和看护压力，慢阻肺患者可以直接

通过互联网+延续护理的模式获得最高性价比最高的医疗

服务，将延续护理落实到碎片化的互联网“微时间”之中，

慢阻肺者可以随时随地通过互联网了解到如何进行这一

阶段的康复护理计划，提高了患者对就医态度的积极度，

促进了护患之间的关系，形成良好的社会就医环境，也有

利于国家对疾病的大数据统计。国家仍然需要在互联网+
医疗方面投入更多的技术支持和政策支持，营造良好的互

联网就医的氛围，颁布监察问责法令法规、严格互联网上

的医生的资质水平、形成严格的保密制度，严格保密患者

的就医信息，也可以通过互联网技术与传统医疗的跨界融

合，将有利于医疗资源的重组问题，将大大提高医疗卫生

服务的效率、提升其服务质量，最终促进我国医疗体制的

改革，让广大的人们相信，并使用互联网+延续护理的模

式，将会为我国的网络医疗卫生教育事业作出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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