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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阐述不同信息化管理方式在高血压患者治疗依从性的应用" 包括电话! 短信! 电子健康档案! 远

程血压监测系统! 移动医疗健康)TT等" 分析管理团队! 区域化网络! 普适性! 管理内容! 信息化市场监

管政策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 以期为高血压管理提供参考#

!关键词" !信息化$ 高血压$ 患者依从

!中图分类号" &'#(%!! !文献标识码" )!! !!"#" *#+$,%,-.+/001+*%2$ '%#$%+"#*3+#,+#*(

*3'/< (035+#)0(,743$G43$().4)46+7+)3.(/+%()#7>,(-$)6 A,+437+)3E(7>2$4)&+(0C43$+)3%=$351<>+,3+)%$()

!

."#-

$)'4! N2%&.%63@ ">>676(2&@ +)5062(7)>#('P6'4 :'6;&3562<)>$%6'&5&?&@6=6'&! #('P6'4 ANBBBB! A8=%))7)>#1356'4! #('P6'4 :'6;&3562<

)>$%6'&5&?&@6=6'&! #('P6'4 ANBBAC! $%6'($ *+"#-O1&>('4! N.%&.%63@ ">>676(2&@ +)5062(7)>#('P6'4 :'6;&3562<)>$%6'&5&?&@6S

=6'&! #('P6'4 ANBBBB! A#('P6'4 +)5062(7)>$%6'&5&?&@6=6'&! #('P6'4 ANBBBN! $%6'($ EFW6'4 1̂&! 8=%))7)>#1356'4! #('P6'4 :'6S

;&3562<)>$%6'&5&?&@6=6'&! #('P6'4 ANBBAC! $%6'(

"89%3,4&3# :456787696_7;=1<0;1 :56877C/>8:/;1 ;?D89/;=0/1?;9@8:/;1 @818E6@61:@;<60/1 :56:968:@61:>;@7C/81>6;?5F769:61J

0/;1 78:/61:0! /1>C=</1E>8CC0! :6_:0! RC6>:9;1/>V68C:5 &6>;9<0(RV&*! 96@;:6AC;;< 79600=96@;1/:;9/1E0F0:6@81< @;A/C6@6</>8C

568C:5 )TT0! 818CFK6079;AC6@06_/0:/1E/1 :568076>:0C/I6@818E6@61::68@! 96E/;18C/K6< 16:H;9I! =1/D6908C/:F! @818E6@61:>;1:61:

81< :567;C/>F;?/1?;9@8:/;1 'A806< @89I6:0=769D/0/;1! 80H6CC807=:0?;9H89< >;99607;1</1E>;=1:69@680=960/1 :565;76;?79;D/</1E

96?6961>6?;9:56@818E6@61:;?5F769:610/;1L

";+<=(,/%# :/1?;9@8:/K8:/;1$ 5F769:610/;1$ 78:/61:>;@7C/81>6

!"引言

高血压是一种通常没有自觉症状+ 患者极易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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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不能彻底治愈而需要终身管理的慢性病! 基本

上依赖院外治疗! 方法主要包括药物治疗与不良生

活方式的调整-*.

% 虽然药物治疗取得很大进展! 但

大多数患者血压并无显著好转! 主要原因在于患者

的自律性差! 未规律服药及未采取健康的生活方

式-".

% 如何实现有效监管使患者获得全程+ 无缝隙

管理! 提高患者依从性是高血压管理的主要问题%

传统的管理方式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患者出院后

的管理存在脱节+ 断层等现象% 随着信息技术的日

渐成熟! 互联网+ 物联网+ 云技术+ 可穿戴设备等

越来越多地应用到高血压的管理中! 使得医护人员

对患者进行持续跟踪管理成为可能% 本文就近年来

不同信息化管理方式对高血压患者治疗依从性的研

究进行综述! 以期为高血压的管理提供借鉴和

参考%

慢病管理对信息技术有较强的依赖性! 电子信

息技术发展+ 手机等移动设备的普及可作为健康交

流的工具向患者提供预防保健知识! 对患者进行不

间断的监管和指导-$.

% 定期数据的录入与上传! 发

挥出患者自身能动性! 进而保证健康档案的准确性

和完整性% 由于信息系统大多具有随访+ 提醒功

能! 有助于患者完成随访任务! 减少因遗忘导致的

依从性降低% 信息化管理手段能够加强患者对病情

的监测和及时的反馈! 适合需要长期监测和治疗的

高血压患者! 具有改善患者治疗依从性%

#"不同信息化管理方式在提高高血压患者

治疗依从性的应用

#$!"电话# 短信

全球移动通信网络及低成本手机的普及使 3(c

以上的人口拥有手机-M.

! 其操作简便+ 可随身携

带! 使用人群最为广泛% g/<</B=/

-(.调查 *## 名高血

压患者对信息化管理方式的态度! 结果显示 3(+"c

的患者喜欢接受电话随访与提醒% 8̂=??61A=9E69

-%.

对 * $2" 名高血压患者分别使用单向信息和双向交

互信息两种不同的短信随访方式! 均包含药物使

用+ 药物副作用及预约提醒的内容! *" 个月后两组

患者的服药依从性均高于干预前! 但对于两种干预

手段的差异并没有进行深入探讨% 杨永-2.等人的研

究表明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施电话和短信随访干

预均能有效提高社区老年原发性高血压病患者的服

药依从性% 电话和短信可以作为医患间进行健康交

流的方式! 帮助患者坚持服药! 但两种干预方式各

有利弊% 短信干预具有经济+ 便捷且不受时间+ 地

点的限制等优点! 但发送内容仅局限于文字形式!

较为单一+ 枯燥$ 且视力不佳的老年高血压患者或

文化水平较低者在短信收发和阅读方面存在障碍%

电话干预适用人群范围广! 能够给予患者及时的关

怀和指导! 更为直接! 但需要花费更多的人力和时

间% 电话和短信在提高管理人群依从性方面的效果

不可否认! 但在对数据的处理分析方面存在较大

局限%

#$#"电子健康档案 % 012345678392:14;<2365=> '

09<&

!!RV&是以电子化方式存储和管理有关个人整个

生命周期健康状态和医疗保健行为的信息记录! 是

数字化的个人健康信息的集合! 它包含过去+ 现在

和未来的医疗信息-3.

% 我国 RV&的发展起步较晚%

上海市闵行区通过以 RV&为核心的数据集合! 分

别对健康人群+ 高危人群和高血压患者进行监管!

与传统的模式相比展现出效率提升+ 流程优化等优

势! 且接受 RV&管理的高血压患者定期服药率高

达 ,3+%,c

-,.

% RV&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上级医

疗机构实施双向转诊提供平台! 整合区域卫生资

源! 有利于提高高血压管理水平% 居民健康档案多

与其他信息化管理方式相结合可发挥在依从性方面

的管理成效! 但是大多数 RV&不能从移动终端接

受信息! 限制院外数据的提取! 此外不同系统间不

能进行数据交换! 从而形成信息孤岛%

#$%"远程血压监测系统

高血压患者通过与远程血压管理系统相连的血

压计测量血压! 实现信息的感知与采集! 测量结果

通过移动互联网技术实现储存与传输! 医生和护士

可以实时对监测结果进行评估和处理-*# '**.

% 对于

中青年的高血压患者来况! 其最大的困扰是没有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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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经常到门诊就诊或复诊% 聂颖-*".

+ 何元-*$.等人

基于远程监测管理系统分别对 $M 例中青年高血压

患者和 %## 例社区高血压患者进行个体化的复诊和

用药指导! 结果显示均提高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和

对治疗的依从性% 基于 &互联网N' 的家庭血压监

测能够最大程度降低环境因素和精神紧张对血压测

量值的影响$ 通过蓝牙及bTg 网络将数据传输至管

理云平台! 更客观地反映患者的血压情况! 结合专

业的血压分析! 为医生诊疗提供有效依据% 系统的

数据存储在云端! 能够保证连续性和完整性-*M.

% 一

项荟萃分析-*(.表明与常规治疗相比远程监测成本较

高! 患者的经济承受能力应考虑在内$ 在远程监测

的干预下! 患者就诊次数减少! 又在一定程度上节

省医疗费用% 目前我国信息化医疗市场中体征数据

的监测和诊断主要通过智能手机的应用或者传感功

能来实现! 从设备检测的精确度及穿戴的便携性来

看! 与专业的可穿戴医疗设备相比有明显差距! 在

临床中的应用尚处于观察阶段! 还缺乏经验和

规范%

#$&"移动医疗健康)**

近年来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及大众对自我健

康管理的重视! 移动医疗健康 )TT数量持续增长!

大量的研究表明以移动医疗)TT为基础的管理方式

可以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

% 一项*2.针对高血压

管理)TT内容的分析表明其提供的主要功能为跟踪

记录使用者的血压+ 脉搏+ 体重! 其中 ""c)TT有

服药提醒功能% T8:6C

-*3.等人使用服药提醒 )TT对

(# 名需要长期服药的高血压患者进行 $ 个月的干

预! 结果显示干预组患者在药品购买率方面高于对

照组! 间接表明该干预手段能够增强患者的服药依

从性% g:;F81;D

-*,.指出只有 (+"c的研究从质量和

安全角度对)TT进行评估分析! 由于信息的准确性

和可靠性得不到保证! 导致健康管理 )TT在高下载

量的同时也普遍存在使用率低+ 卸载率高的现象%

同时市场缺乏相应的监督和管理! 使用者对个人隐

私与数据安全问题产生担忧-"#.

% 因此对于患者来

说! 在选择移动医疗)TT进行自我疾病管理时需持

谨慎态度% 同时高校或专业组织等领先的医疗机构

需要在应用程序的研发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对患者

的指导内容应以循证指南作为指引! 将内容专业化

和具体化% 国外健康管理 )TT已进入商业化阶段!

我国大多数移动医疗 )TT仍处于对信息的初步收

集+ 整理阶段! 尚缺乏对数据的深度挖掘! 未形成

较成熟的营利模式-"*.

%

#$'"在线群组

博客+ 微信和jj是目前较为普及的信息交流

方式! 用户可以通过手机+ 平板+ 网页发送文字+

图片+ 语音和视频! 具有操作简单+ 不拘形式等优

点! 在慢病管理中展现出良好效果% 通过在线群组

对高血压患者发送健康知识+ 讲座视频和就诊信

息! 医生可以随时随地对患者进行健康指导! 使患

者自主掌握控制疾病的方法! 了解药物的不良反

应! 熟悉慢性病的主要危险因素及其后果! 有助于

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 使高血压干预由

被动变为主动! 更易被广大中青年人群接受-"".

% 凌

浩青-"$.等随机选取 *#( 例中青年高血压患者! 通过

jj群和微信群推送高血压病相关知识到移动端!

与患者在线交流! 结果显示在戒烟+ 限制饮酒+ 增

加运动+ 减少食盐摄入等健康行为改变方面优于对

照组$ 服药依从性从干预前的 (*+Mc提高至 ,,c%

患者间通过移动群聊天进行经验交流能够发挥同伴

激励效应! 共同提高对疾病的自我管理能力! 增强

治疗的信心和依从性-"M.

% 但是国内微信和 jj的随

访大多由护士凭经验进行! 多数为小样本人群的应

用! 未来需要多学科团队的支持和进一步完善随访

者培训流程! 才能为患者提供高质量+ 规范化的护

理服务-"(.

%

#$("多维度信息化干预

即同时应用两种及以上的信息化干预方式% 李

凯-"%.以居民电子健康档案为基础+ $b无线血压计

为手段+ 网络平台为载体! 配合高血压远程监测管

理系统! 患者在家中自测后血压值自动传输至管理

平台! 由不同管辖范围的全科医生团队对信息进行

处理分析! 通过短信或电话方式定期进行健康教育

和沟通! * 年后的遵医服药率+ 盐摄入及饮酒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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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适量运动率等健康行为改变效果优于对照组%

该方式能够实时监测血压! 提高数据的真实性! 及

时对患者进行具体分析+ 制定个体化方案! 节省慢

病管理成本%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复诊随访的 2#c f

3#c都是单纯配药或咨询! 通过信息化手段为患者

提供医患交流的平台或渠道! 患者可以将个人疑问

以及用药+ 饮食+ 锻炼等情况通过文字+ 图片等上

传供医生参考! 医疗团队根据患者的特征给予相应

指导! 提高健康教育的针对性! 可以减少患者往返

医院的时间! 减轻经济负担-"2.

% 目前信息化管理模

式逐步向综合的信息化管理平台转化! 依托智能化

的平台采取多样化的信息管理手段能保证数据信息

更加全面! 提升管理效能% 但是其系统研发较为复

杂! 开发成本较高且老年人群对其接受度较差%

%"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管理团队

在慢性病的管理中跨学科合作是常用的组织形

式! 成功的干预措施不仅能减轻患者的身体疾患!

还能为患者提供生活方式+ 心理健康等多方面的指

导! 有利于提高服务效能% 信息化技术虽然能够提

供快速获取信息的有效途径! 但是高血压管理存在

项目多+ 涉及多专业合作等问题! 目前在人员配

置+ 专业素质和服务能力等团队建设方面有待于进

一步提高% 对此团队成员应包括医师+ 护士+ 药

师+ 营养师+ 心理治疗师等! 同时建议医院与基层

社区合作+ 医疗团队与信息工程师合作! 以协同形

式共同参与高血压管理-"3.

! 形成高血压专病管理的

多专业+ 一体化团队%

%$#"区域化网络管理

全国各医疗机构的信息化系统还不完善! 发展

模式不同! 不便于推广应用$ 缺乏统一的信息接

口! 难以实现数据对接+ 信息的互通与共享! 信息

孤岛仍然存在% 此外虽然利用信息化手段积累大量

的数据! 但大都缺少综合的数据分析和辅助决策系

统! 无法对所获得的数据进行深入挖掘+ 分析和应

用% 利用信息化手段整合各种资源构建区域信息化

平台! 实现区域各医疗机构之间的协同! 有利于医

疗资源的跨时空配置! 提高优质医疗卫生资源的可

及性-",.

! 从而实现对全人群标准化+ 规模化+ 规范

化的管理! 为分级诊疗体系的建立提供有力支撑%

医疗机构应从信息化管理的总体战略出发! 积极应

对大数据时代的考验! 为信息化管理创造良好

平台%

%$%"普适性

慢性病患者虽然逐年年轻化! 但现阶段老年患

者的基数最大! 多数研究表明部分老年人群对网络

操作不熟悉或不愿接受新兴的信息化管理手段! 存

在技术性的操作困难% 医护矛盾是信息化管理中最

常见的问题! 信息化干预开展的初期如未能达到患

者对医疗机构的期望! 可能会导致患者对医护人员

的不信任! 引发医患矛盾-$#.

% 只有被用户广泛接受

和可用的管理方式才能持续发展! 应打破医院信息

系统仅在医院内部应用的局面! 了解患者对医疗信

息化的需求! 满足患者个性化需要! 同时应优化页

面布局! 简化操作流程! 为患者提供技术支持使其

能够熟练使用+ 自主操作%

%$&"管理内容

大多数信息化管理内容以西医学理论为指导!

缺少中医特色% 中医药在平稳控制高血压+ 改善症

状+ 保护靶器官+ 减少药物不良反应等方面具有独

特的优势-$*.

% 中医特色的高血压管理手段如食疗+

药茶疗法等疗效显著+ 简便易行且具有广大的受众

群体! 更易受到我国患者的认可和接受$ 尤其是针

对不同体质的养生保健方案充分考虑患者的个体化

需求! 在提高患者自我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降

低血压水平+ 减少并发症方面已初显成效% 强化中

医元素在信息化手段中的介入! 着力创新以中医药

理论为指导+ 互联网为依托的中医药健康服务模

式! 发挥中医药在信息化管理中的特色优势将成为

慢性病防治的新思路+ 新方法%

%$'"信息化市场监管政策法规

所有可以被识别的电子化数据都存在被泄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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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 信息数据的安全是医院信息系统得以持续运

行+ 患者权益得到保障的基础% 对医院来说用户身

份和权限的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数据的安全

性% 目前信息化管理的相关政策+ 法规制度不完

善! 信息化市场较为混乱! 管理水平良莠不齐! 患

者隐私和数据安全问题尚未很好地解决% 国家相关

职能部门应完善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 规范信息化

管理市场! 建立健全的信息管理制度% 针对医保支

付等配套政策对信息化干预手段的激励不足! 部分

患者担心信息化手段的费用问题! 需要国家制定一

定的支付政策来保证信息化的持续使用-*#.

%

&"结语

在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下! 信息化管理是提高我

国高血压防治水平的重要举措! 信息获取+ 处理分

析的效率都得到有效提升! 又可对云数据进行深入

挖掘! 其科研价值及政策价值较高! 有着传统管理

方式不可替代的优势% 随着信息化管理方式的发展

其逐渐显现出一些问题! 针对其不足之处将开展进

一步研究! 以更好地为公众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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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对专业的认知将影响其学习兴趣和职业稳

定% 学校和专业所属系部应围绕专业培养计划+ 发

展前景+ 就业方向等加强专业宣传! 在学生入学初

期需采用专业认知教育方案% 同时应注意不同年级

学生的专业认知情况! 加强专业教育! 创新课程设

置! 优化教学环节!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专业认

知% 受多方面条件限制! 本研究调查对象较为局

限! 下一步将扩大样本量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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