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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联网+护理平台实施慢性伤口管理的 SWOT 分析及对策
俞 静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上海 200032

【摘 要】：“互联网+护理”是网络大数据技术快速发展的产物，该模式已经逐渐应用于临床。现阶段人们对慢性伤口管理需

求有了显著增长，基于“互联网+护理”平台在慢性伤口管理方面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对基于“互联网+护理”平台实施慢性伤口

管理的 SWOT情况的分析，希望对该方面研究有一定帮助，可以为广大医疗护理服务人员提供相应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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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OT analysi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hronic wound management based on Internet +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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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net + nursing" is the product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twork big data technology, which has been gradually applied to

clinical practice. At this stage, people's demand for chronic wound management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nd the "Internet + nursing"

platform ha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chronic wound management. The following is the SWOT analysis of chronic wound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Internet + nursing" platform. I hope it will be helpful to the research in this area and provide corresponding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majority of medical and nursing service perso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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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慢性伤口发病率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慢性

伤口护理是我国医疗护理服务非常重要的内容。所谓慢性伤口

是由于各种感染、脓液残留以及伤口内异物等因素导致伤口愈

合过程延缓，伤口愈合时间远远超过 28天的伤口。临床上常

见的慢性伤口主要包括压力性损伤、糖尿病足溃疡、血管性溃

疡以及烧伤等。其中慢性伤口发病率最高的类型就是糖尿病足

溃疡。慢性伤口引起的继发性感染较多，对患者和家庭造成了

严重的影响，经久不愈的慢性伤口也为社会造成了严重的负

担。伴随我国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互联网+护理”平台逐

渐搭建起来，该平台的构建密切了医院和患者之间的关系，为

慢性伤口管理提供了新的管理方向和管理平台。但是与此同时

慢性伤口管理也面临诸多挑战。我国慢性伤口管理中应用“互

联网+护理”平台正处在不断探索阶段，以下就是本文采用

SWOT 分析法对基于“互联网+护理”平台实施慢性伤口管理

情况的分析。

1 基于“互联网+护理”平台实施慢性伤口管理的

SWOT分析

1.1基于“互联网+护理”平台实施慢性伤口管理 SWOT分析

的优势

（1）患者方面：大量临床实践证实糖尿病引起的慢性伤

口愈合时间如果超过 72天，患者面临低位截肢的风险较高。

慢性伤口的治疗、护理以及康复是一个漫长且连续的过程，需

要多方共同努力。在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人们对

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也更高。在医疗卫生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为了缓解医院压力很多慢性伤口患者要求出院后在基层医院

接受护理，直接增大了基层医院管理慢性伤口患者的压力。受

诸多因素影响，很多基层医院难以为患者提供慢性伤口管理的

护理服务，直接延缓了慢性伤口一体化管理的进程。与此同时

需要借助网络信息技术的力量，搭建起完善的“互联网+护理”

平台，落实对慢性伤口患者网络化护理管理，为患者提供多元

化的服务模式。“互联网+护理”平台的构建密切了患者和医

护人员之间的关系，便于护理人员与患者密切沟通及时发现存

在的护理问题，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避免伤口恶化[1-2]。

（2）护理人员方面：我国临床护理工作对伤口造口专科

护理人员的需求量较大。现阶段我国三甲综合医院多数已经建

立了伤口造口专科护理人员微信平台，也建立起了医院——社

区伤口护理网络，以互联网为载体可以加强专科护理之间的交

流与联系，彼此之间展开互动可以提高伤口造口专科护理人员

专业技能和临床思维应变能力。“互联网+护理”平台的构建

使得临床护理工作不再局限在医院内，避免了护理工作受时

间、地点等的限制，充分调动起了护理人员参与工作的积极性

[3-4]。

（3）医院方面：在政府部门的引导下近年来我国多数地

区的三甲综合医院普遍实施了线上和线下结合的护理服务模

式，极大程度满足了慢性伤口患者对护理服务的高需求。“互

联网+护理”平台的构建需要得到医院信息化团队的支持，成

立专业的WOCN 服务团队，搭建了医护人员和慢性伤口患者

之间联系的桥梁，为慢性伤口患者提供专业、周全且优质的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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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服务。此外，“互联网+护理”平台模式的构建简化了慢性

伤口诊疗流程，缓解了临床慢性伤口诊疗部门的工作压力，并

显著降低了诊疗成本，实现了对患者慢性伤口全程化的护理管

理[5-6]。

1.2基于“互联网+护理”平台实施慢性伤口管理 SWOT分析

的劣势

（1）患者方面：“互联网+护理”平台需要借助各种类型

的智能化设备，操作流程较为繁琐，尤其是年龄较大的慢性伤

口患者操作起来较为困难，自己不能独立进行网上预约，难以

实现慢性伤口护理线上与线下服务模式的协同发展。此外，不

同类型的慢性伤口患者对护理服务的需求也不一样，因此决定

了“互联网+护理”平台模式下的护理服务也需要具备多维度

和多元性特点。慢性伤口对患者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直接

影响患者生理、心理以及社会交往等方面的正常功能，加上患

者自我护理能力和治疗依从性不高也难以促使患者及时发现

问题[7-8]。

（2）护理人员方面：高质量的慢性伤口管理人员主要集

中在三甲综合医院。基层医院严重缺少专科慢性伤口护理人

员，在专科护理人员供需不平衡的情况下，直接阻碍了慢性伤

口管理人员的发展。此外，“互联网+护理”平台的推广也仅

仅局限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进一步加剧了各个地区专科慢

性伤口护理人员发展不平衡和线上护理服务水平之间的差距。

2 慢性伤口管理应用“互联网+护理”平台的对策分

析

2.1WO战略

在我国专科护理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临床护理工作要注意

培养慢性伤口患者的护理人员，包括糖尿病足、WOCN承担压

力性损伤、下肢血管性溃疡等慢性伤口。三甲综合医院是

WOCN培养的主要阵地，三甲医院要制定完善的慢性伤口护理

操作体系，落实WOCN 继续培训，为临床培养出大批的伤口

专科护理人才。三甲医院要根据“互联网+护理”平台发展情

况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培训方式，以多途径和多渠道的方式落

实对慢性伤口护理人员的专业化培训，构建完善且系统化的学

习平台。参与慢性伤口专业护理人员培训工作的上级医院需要

构建一体化的慢性伤口管理服务网络，搭建起完善的信息共享

平台，高效完成慢性伤口专科护理人员的培养和输送工作[9-10]。

2.2SO策略

“互联网+护理”平台的构建可以满足患者多元化和多样

化的护理需求。结合目前我国城市医联体发展情况，要以技术

支持和对口帮扶为纽带，借助医学科研、资源共享和人才培养

方式落实对慢性伤口管理护理人员的专业化培训，尤其是基层

护理人员要具备慢性伤口管理的专科知识，全面推进慢性伤口

专科护理管理的同质化。“互联网+护理”平台的搭建可以密

切不同层级医疗机构之间的密切合作，彼此之间形成联动机

制，促使慢性伤口护理管理流程不断优化，在优势资源互补的

基础上提高慢性伤口管理的规范性和专业性，最大程度避免慢

性尚酷患者结局不良情况的出现[11-12]。

2.3ST战略

三甲综合医院要在政府部门的引导下充分借助“互联网+

护理”平台的优势结合慢性伤口患者护理服务需求完善与慢性

伤口护理相关的硬件设置，实施对慢性伤口护理工作的信息化

管理，提高伤口管理的规范性。三甲综合医院要结合市场实际

发展情况，充分考虑慢性伤口患者心理、生理以及行为等方面

呈现出来的特征，搭建起实用性较强、人性化较高且操作较为

便捷的慢性伤口线上服务平台，以此不断提高患者和家属的护

理满意度。此外，医疗机构要普及对患者和家属的健康教育，

教会患者和家属正确操作应用软件。再者将互联网医疗保险报

销范围进一步扩大，制定统一性的互联网医疗费用收费标准，

构建起医疗机构纵向和横向联合机制，形成上下联动的医疗合

作模式，确保慢性伤口管理服务网络平台的完善性。除此之外，

进一步明确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的具体责任，制定科学合理的管

理制度和系统化的突发应急处理方案，严格落实对护理人员的

技能知识培养和执业安全教育培训。护理人员要严格遵守制度

要求，不断约束自己并监督自己，进一步提高慢性伤口管理工

作质量，为患者提供更高质量的护理服务。

2.4WT战略

我国各地的互联网技术呈现出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的问题。

此种背景下我国各个地区的三甲综合医院可以借鉴国外在慢

性伤口线上护理服务方面的优势，并结合我国国情构建起“互

联网+护理”平台实施慢性伤口管理的新格局，以此满足各个

地区对慢性伤口患者对线上护理服务的需求。尤其是偏远地区

相关部门要加大对偏远地区基层医院线上护理和远程诊疗的

扶持力度，借助云端服务、大数据、5G移动通信等信息技术

为该地方的医院提供线上诊疗和护理服务。针对高龄、空巢、

失能等中老年人各个机构可以为其提供专门的服务窗口，家属

可以上网为中老年人下单，选择上门护理服务。此外，政府部

门要出台相应的信息安全保护政策，借助政策的形式确保互联

网医疗信息的安全性。立足技术层面和法律层面全方位有效管

理专业护理人员、患者和与之相关机构，最大程度确保信息安

全性[13-14]。

3 结语

综上所述，“互联网+护理”平台是网络信息技术高速发

展的产物，可极大程度提高我国临床护理服务需求。以下就是

本文分析的基于“互联网+护理”平台实施慢性伤口管理 SWOT

分析的有关内容，希望对该方面研究有一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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