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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运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Ⅱ软件对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的 ＳＣＩＥ数据库中远程医学的研究文献从研究热点、知识
基础和研究前沿３方面进行量化分析和解读。远程医学的研究热点主要是远程诊断、远程监护以及对远程
医学应用效果的评价；对代表知识基础的关键文献逐一阐述，揭示出大部分是针对临床应用，突现词分析

显示近年来对慢性病的远程监护和远程教育受到了较多关注，而移动技术是推动现阶段远程医学发展最大

的动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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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远程医学 （Ｔｅｌ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是指借助于远程通讯
系统，远距离提供医疗卫生保健服务和医学信息服

务［１］，包括远程会诊、远程诊断、远程护理、远程

手术、交互式远程教学、远程医学信息服务等所有

医学活动。远程医学打破了地域界限，提高了边远

地区和特殊环境医务人员的诊疗水平，实现了医学

设备及医学教育资源的共享，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

当前医疗卫生资源绝对不足和分布不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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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医学的出现可以追溯到 １９０６年，发明心
电图机的荷兰生理学家 ＷｉｌｌｅｍＥｉｎｔｈｏｖｅｎ使用弦线
电流计和电话线记录１５公里外某医院病人的心脏
电信号［２］。１９６７年 Ｂｉｒｄ和他的同事在波士顿的马
萨诸塞州综合医院与附近的洛根机场之间建立了病

人和医生能够互动的远程医疗系统［２］。１９７７年
“Ｔｅｌ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一词首次在文献中出现［３］。此后由

于通信条件的制约，远程医学发展得较缓慢。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随着信息高速公路的推动，高性能计
算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交互式视频远程会议系统的

出现，综合医疗保健系统的完善，远程医学进入了

蓬勃发展期。本文利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Ⅱ软件从远程医学
所涉及的研究热点、知识基础和研究前沿等方面进

行可视化分析，以期为远程医学未来的研究和发展

提供一定的参考。

２　资料和方法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核心合集
的ＳＣＩ－Ｅｘｐａｎｄｅｄ数据库，时间跨度从１９９８－２０１４
年，文献类型为 Ａｒｔｉｃｌｅ，检索式为：ＴＳ＝ （ｔｅｌ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ＯＲｔｅｌｅｈｅａｌｔｈＯＲｔｅｌ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ＯＲ“ｒｅｍｏｔｅ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ＯＲｔｅｌｅ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ＯＲｔｅｌｅ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Ｒｔｅｌｅ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ＯＲｔｅｌｅｓｕｒｇｅｒｙＯＲｔｅｌ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Ｒ
ｔｅｌ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ＯＲｔｅｌ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ｓＯＲｔｅｌ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ＯＲ
ｔｅｌ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ｓＯＲｔｅｌ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Ｒｔｅｌ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Ｒ
“ｄｉｓｔａｎｔ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ＯＲｔｅｌｅｎｕｒｓｉｎｇＯＲｔｅｌｅｃａｒｅＯＲ
ｔｅｌｅｔｈｅｒａｐｙＯＲｔｅｌｅｔｈｅｒａｐｉｅｓ），检索时间为２０１５年４
月３０日，共检索出７９２５条记录。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Ⅱ是由
美国费城德雷赛尔大学的陈超美教授开发的能够进

行可视化分析的开放式软件。利用该软件绘制的科

学知识图谱能够直观地显示一个学科领域或知识领域

在一定时期内的发展趋势与动向［４］。本文采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Ⅱ对引文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结合聚类分
析解读远程医学的研究热点、知识基础和研究前沿。

３　远程医学研究热点

３１　概述

研究热点是指在某时间段内，具有内在联系、

数量相对较多的一组文献所探讨的问题［５］。文献的

内在联系可通过共被引关系来衡量，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Ⅱ可

根据文献的共被引关系对文献进行分类。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Ⅱ中选择时区为１９９８－２０１４年，节点类型
选择参考文献 （Ｃｉｔｅｄ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设定阈值的３个
参数：引文数量 （Ｃ）、共引频次 （ＣＣ）和共引系
数 （ＣＣＶ），前、中、后３个时间分区的参数值分
别为 （４，３，２０）， （６，４，２０）和 （６，４，２０），
通过 “Ｐａｔｈｆｉｎｄｅｒ”算法对网络进行修剪与合并，运
行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Ⅱ，得到共被引网络图谱，共６０２个节
点，１２１４条连线，见图１。经过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Ⅱ自动聚
类，共产生５７个聚类，聚类内是共被引文献和施
引文献的复合网络，每个聚类代表远程医学领域的

一个研究方向，选择 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ｒａｔｉｏ（ＬＬＲ）
法则从施引文献的标题中抽词，对每个聚类进行自

动标识。表１列出聚类内文章数大于２０的１５个聚
类和聚类标签，这 １５个聚类的 Ｓｉｌｈｏｕｅｔｔｅ（Ｓ值）
都大于０８，说明每个聚类的主题很明确，聚类内
的文章内容相似性较高。通过分析这１５个聚类的
聚类标签及构成聚类的引文和施引文献，得出远程

医学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远程医

学在临床的应用和远程医学应用的评价。

表１　远程医学领域研究热点的聚类标识

聚类号
聚类内论

文 （篇）
Ｓ值 平均年 聚类标签

０ ４９ ０８３ １９９４ 远程放射学 （ｔｅｌｅ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

１ ４２ ０８４６ １９９７ 评估框架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２ ３８ ０９０３ １９９７ 远程病理学 （ｔｅｌｅ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

３ ３２ ０８８６ ２００１ 视网膜病 （ｒｅｔｉｎｏｐａｔｈｙ）

４ ３０ ０８０３ １９９４ 医学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５ ２９ ０９３９ ２００９ 心衰 （ｈｅａｒｔｆａｉｌｕｒｅ）

６ ２９ ０９９２ ２００５ 急性中风 （ａｃｕｔｅｓｔｒｏｋｅ）

７ ２８ ０８９２ ２０００ 远程皮肤病学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ｔｅｌｅｄｅｒｍａｔｏｌｏｇｙ）

８ ２８ ０９４１ １９９６ 病人满意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９ ２６ ０９５４ ２００１ 糖尿病 （ｄｉａｂｅｔｅ）

１０ ２５ ０９２５ ２００６ 远程重症监护 （ｔｅｌｅ－ｉｃｕ）

１１ ２４ ０９１９ １９９９ 技术接受模型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ｍｏｄｅｌ）

１２ ２３ ０９２９ ２００９ 远程监护 （ｒｅｍｏｔ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１３ ２２ ０９５５ ２００５ 家庭血压监护

（ｈｏｍｅｂｌｏｏ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ｔｅｌ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１４ ２１ ０９６４ ２００４ 充血性心衰

（ｃｏｎｇｅｓｔｉｖｅｈｅａｒｔｆａｉｌ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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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共被引文献知识图谱

３２　远程医学在临床的应用

表 １中 ０、２、３、５、６、７、９、１０、１２、１３、

１４这１１个聚类都是远程医学在临床学科或具体疾

病中的应用。由聚类标签可见远程医学活动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远程诊断和远程监护。结合聚类平均

年，可发现远程医学应用最早的是 １９９４年的远程

放射学 （聚类 ０），随后是 １９９７年的远程病理学

（聚类２）和２０００年的远程皮肤病学 （聚类７），这

３个学科的共同特征是以图像文件为依据，而通过

图像资料的传输进行远程诊断是远程医学领域里开

展较早也较广泛的技术。聚类３是对早产儿视网膜

病的远程诊断。远程监护 （聚类１２）是通过对生理

参数进行连续监测研究生理功能的方法，广泛用于

家庭护理和急救系统。聚类１０是远程医学在重症

监护室的应用，远程医学作为第二只眼辅助监护室

内的医护人员提供额外的临床监测和支持。聚类５

和聚类１４是对心衰病人的远程监护，能降低心衰

病人的再入院率和死亡率。聚类６是对急性中风病

人的监护，能有效改善身处偏远地区没有相应医疗

条件的急性中风病人的护理和结局。聚类９是针对

糖尿病进行的家庭远程监测、远程护理以及对糖尿

病人的远程教育，研究显示远程医学帮助糖尿病人

有效地改善了代谢控制，降低了心血管危险事件的

发生［６］。聚类１３是针对血压的远程监护，能帮助

病人克服治疗惰性，控制血压，进行自我管理。

３３　远程医学应用的评价

聚类１是从建立评估框架的角度提出对远程医

学应用的总体效果评价。远程医学的成功实施除技

术因素外，还需考虑成本、伦理乃至政治问题。聚

类４主要从医学效果的角度评价远程医学与传统医

学在诊断中的一致性，在治疗中的有效性。聚类８

评价病人对远程医学的接受度及应用效果的满意

度。聚类１１的标签是技术接受模型，该模型是运

用理性行为理论研究用户对信息系统接受时所提出

的一个模型［７］，使用该模型分析医生使用远程医学

技术的重要影响因素。

４　远程医学知识基础

４１　关键文献列表

知识基础能反映一个学科领域前沿的本质，具

有相对稳定性。共引聚类可以展示学科领域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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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从文献计量学角度看，引文形成了研究前

沿，被引文献组成了知识基础［８］。对被引文献发表

时间、被引频次及中心度分析得出远程医学研究领

域的知识基础。中心度是指网络中经过某点并连接

这两点的最短路径占这两点之间的最短路径总数之

比［４］。中心度大于０１的节点，是能够很好地连接
网络中节点的重要节点，在整个图谱中占重要位

置。综合考虑被引频次和中心度，列出远程医学研

究领域的 １０篇关键文献，按文献发表年份排序，
见表２。

表２　远程医学研究的１０篇关键文献

序号 被引频次 中心度 发表年份 篇名

１ ３０９ ０１１ １９９５ Ｔｅｌ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 ９３ ０６ １９９６ Ｃａｎｔｅｌ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ｂｅｕｓｅｄ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ｒｉｍａｒｙａｎｄ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ｃａｒｅ？

３ １５１ ０３４ ２０００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ｃａｒｅｕｎｉｔｔｅｌ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ｅ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ｆｏｒ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ｉｓｔｃａｒｅ

４ ２１ ０２９ ２００２ 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ａ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ｊｏｉｎｔｔｅｌｅ－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ｓ

５ ６１ ０３６ ２００２ Ｊｏｉｎｔｔｅｌｅ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ｓ（ｖｉｒｔｕａｌｏｕｔｒｅａｃｈ）ｖｅｒｓｕｓ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ａｐｐｏｉｎｔ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ｒｅｆｅｒｒｅｄｂｙｔｈｅｉｒ

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ｔｉｏｎｅｒｆｏｒａ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ｔｏｐｉｎｉｏｎ：ａ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ｔｒｉａｌ

６ ５１ ０４５ ２００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ｌ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７ １３１５ ０３６ ２００４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ｏｆ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８ ５０ ０２７ ２００９ 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ｅｌ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ｉｎｈｅａｒｔｆａｉｌｕｒｅ

９ １０１ ０３７ ２００９ Ａ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ｒｅｍｏｔ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ｏｆｈｅａｒｔｆａｉｌｕｒ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１０ ３４ ０３３ ２０１１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ｔｅｌ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ｏｎｇｅｓｔｉｖｅｈｅａｒｔｆａｉｌｕｒｅ：ａ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２　关键文献分析

文献１从远程医学的定义、历史视角、政治和

技术革命、现状、尚未解决的问题及未来发展等方

面勾画远程医学的概貌。文献２是一个探索性的试

验，结果显示对常规门诊病人进行远程视频会议咨

询是可行的，医生和病人都能接受这样的模式并对

此表示高度满意。文献３是一个３阶段的队列性观

察研究，结果显示重症监护室的远程监护能改善病

人的临床结局，同时还能降低成本。文献４和文献

５是一个多中心的随机对照试验，比较常规门诊咨

询与全科医生、专家和病人联合远程会诊的效率和

成本。文献４是研究方案介绍，文献５报道了研究

结果，结果显示联合远程会诊增加了随访预约，显

著提高了病人的满意度，大大降低了因重复调查和

检查产生的费用，节约了成本。文献６在回顾和分

析发表于１９９７－２００２年间３篇文献的纵向定性数据

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模型，该模型综合考虑了远程

医学发展、实施和标准化过程当中所涉及的政治、

组织和所有权问题，评价远程卫生保健服务具备成

功实施的潜力，明确临床实践中远程医学系统标准

化所需的一些条件。文献７推荐一篇传播卫生服务

新方法的系统评价，认为该系统评价产生了３方面

的重要影响：首先针对卫生服务机构传播新方法使

用了循证的模型去考虑，其次明确了未来研究的焦

点，最后认为这是一个可传递的系统评价卫生服务

政策和管理的方法。文献自 ２００４年发表以来受关

注度逐年增加，累计被引频次已经达到 １３１５次，

说明其在远程医学这种新型医学模式研究中所起的

促进作用。文献８、９、１０是３个针对远程监护与心

力衰竭的系统评价。文献８发表于２００９年５月，系

统评价不同的远程监护技术包括远程监控设备，电

话触摸垫、视频会诊、网站等对心力衰竭病人住院

时间、生活质量的改善，再入院率等的影响，结论

是远程监护对心力衰竭病人似乎是一个可接受的方

法。文献９发表于２００９年１０月，纳入２０个随机对

照试验和１２个队列研究的 ｍｅｔａ分析，结果显示与

普通护理相比，远程监护能降低慢性心力衰竭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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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死亡率和入院率。文献１０发表于２０１１年，纳入
１３个高质量的大样本随机对照试验，系统评价远程
监护对充血性心力衰竭的有效性，结果显示，远程

监护联合护士家访和专业组支持才能有效地改善充血

性心力衰竭病人的临床管理，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对以上代表知识基础的关键文献的解读，发现

关键文献大部分都是远程医学在临床的应用。在所

设定的时间段内远程医学的研究呈渐进式的发展模

式。首先通过探索性的试验获得积极的肯定结果，

然后进行一系列的原始研究去验证结果。当积累了

一定量的原始研究后，通过系统评价和ｍｅｔａ分析定
性评价定量合成，得出较为可靠的结论，同时发现

研究中存在的质量问题，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参

考。其中文献２、４、５和６都来自皇家自由医院和
伦敦大学医学院的初级保健和人口科学系的研究，

可见该机构在远程医学研究中所起的奠基作用。

５　远程医学研究前沿

５１　概述

研究前沿是指一组突现的动态概念和潜在的研

究问题［９］。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Ⅱ通过突现词探测技术，从大
量的主题词中探测出频次变化率高的名词用以确定

远程医学研究的前沿领域和发展趋势。本文术语类

型 （Ｔｅｒｍｔｙｐｅ）选择突现词 （Ｂｕｒｓｔｔｅｒｍｓ），节点类
型选择术语 （Ｔｅｒｍ），运行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Ⅱ，调整相关
参数并以时区视图 （Ｔｉｍｅｚｏｎｅ）的方式显示远程医
学研究的前沿知识图谱，见图２。图中可见，１９９８
－２００１年间出现了较多的突现词，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年间
突现词的数量相对较少，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间突现词的
数量又迅速增加。研读图２，将远程医学的前沿领
域与演进过程分析如下。

图２　远程医学研究突现词时区

５２　远程医学临床应用

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期间，远程医学在以图像为主进
行诊断的学科和疾病中应用的比较广泛，代表性的

突现词为远程放射学 （ｔｅｌｅ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远程皮肤病
学 （ｔｅｌｅｄｅｒｍａｔｏｌｏｇｙ），远程病理学 （ｔｅｌｅ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
黄斑变性 （ｍａｃｕｌａｒ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此外，突现词手

术操作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腹腔镜手术 （ｌａｐａｒｏ
ｓｃｏｐｉｃｓｕｒｇｅｒｙ）等表示远程医学在外科手术的应用
也受到关注。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年间，远程医学在临床的
应用范围扩大到慢性病，代表性的突现词为糖尿病

视网膜病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ｒｅｔｉｎｏｐａｔｈｙ），糖尿病人 （ｄｉａｂｅｔ
ｉｃｐａｔｉｅｎｔｓ），卒中单元 （ｓｔｒｏｋｅｃｅｎｔｅｒｓ），心脏病人
（ｃａｒｄｉａｃｐａｔｉｅｎｔｓ）。家庭的远程医疗受到关注，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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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突现词 ｈｏｍｅｔｅｌ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间，远
程医学的应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包括慢性病的远程

监护，慢性病的教育，代表性的突现词为帕金森氏

病 （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ｓ－ｄｉｓｅａｓ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ｃｈｒｏｎｉｃ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抑 郁 症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ｖｅ），家庭血压流远程监测 （ｈｏｍｅ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ｔｅｌ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糖尿病教育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ｅｄｕ
ｃａｔｉｏｎ）等。

５３　远程医学所涉及的技术

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期间，远程医学涉及的技术主要
是远程会议视频系统，远程医学系统的建立，图像

相关的技术，代表性的突现词为视频会议系统

（ｖｉｄｅｏ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图像质量 （ｐｉｃｔｕｒｅｑｕａｌｉ
ｔｙ），图像处理 （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图像传输 （ｉｍ
ａｇ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图像存档 （ｐｉｃｔｕｒｅａｒｃｈｉｖｉｎｇ），实时
传输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等。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年
期间，突现词交互视频会议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ｖｉｄｅｏｃｏｎ
ｆｅｒｅｎｃｉｎｇ），无线网络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ｎｅｔｗｏｒｋ），卫星通信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可穿戴式系统 （ｗｅａｒａｂｌｅ
ｓｙｓｔｅｍ）代表了这段时间内的技术前沿。２００９－
２０１２年期间，远程医学充分借助移动技术，代表性
的突现词为 ｃｅｌｌ－ｐｈｏｎｅ（手机），移动技术 （ｍｏ
ｂｉｌ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移动设备 （ｍｏｂｉｌｅｄｅｖｉｃｅｓ）等。

６　结语

本文借助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Ⅱ软件，从研究热点、基础
和前沿等方面对远程医学研究进行了可视化分析。

通过文献聚类分析得到远程医学的研究热点主要是

远程诊断和远程监护，以及对远程医学应用的评

价。通过文献共引聚类分析得到在整个引文图谱中

处于重要位置、对学科发展有重大推动作用的关键

节点文献，这些文献形成了远程医学研究的知识基

础。通过突现词分析远程医学在临床的应用及所涉

及技术的演进过程。综合而言，远程医学已经渗透

到医学的各个领域，早期的远程医学应用主要在远

程诊断，近年来远程医学的研究更多集中在慢性病

的远程监护和远程教育；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

信息技术是远程医学发展的推动剂，近年来移动技

术的出现将使远程医学迎来新的发展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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