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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目前国外电子健康背景下医患共同决策工具研究现状，包括基于电子健康档案、移动健康、
临床决策支持系统及Ｗｅｂ网页４方面，提出其对我国开展相关研究的启示，为研究人员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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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共同决策 （Ｓｈａｒｅｄ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ＳＤＭ）是
医患双方同时考虑到现有最佳科学证据、患者价值

观和偏好，共同做出医疗决策的过程［１］。共同决策

能改善以患者为中心的沟通和团队合作，提高护理

质量和安全［２］，但 ＳＤＭ在实践过程中仍存在一些

问题。一方面，医生与患者在医院的沟通时间有

限，难以在短时间内向患者阐释清晰治疗方案的利

弊［３］；另一方面，ＳＤＭ过程还受到患者教育水平、

医学知识、经济能力等多种因素制约［４］。因此如何

在电子健康环境中运用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支持医

患共同决策成为当前需要关注的问题。电子健康

（ｅＨｅａｌｔｈ）是指利用各项信息通信技术，特别是互

联网技术来支持或改善健康及医疗服务的方法［５］。

目前国外已有大量有关电子健康支持医患共同决策

的研究，但我国在该领域尚无报道。电子健康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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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医学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的应用，包括电子健康

档案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Ｒｅｃｏｒｄｓ，ＥＨＲ）、移动健康
应用 （ｍＨｅａｌｔｈ）、临床决策支持系统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ｅ
ｃｉｓｉｏ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ｙｓｔｅｍ，ＣＤＳＳ）和基于 Ｗｅｂ的应用
（Ｗｅｂ－ｂａｓｅｄＳｙｓｔｅｍｓ）［６］。本文以电子健康应用类
别为框架，对电子健康背景下医患共同决策工具展

开综述，旨在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２　资料与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与检索方法

在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ｕｂＭｅ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３大
外文数据库和ＧｏｏｇｌｅＳｃｈｏｌａｒ搜索引擎中检索，检索
式为 （ｓｈａｒｅｄ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ＯＲｅｈｅａｌｔｈＯＲ＂ｍｏｂｉｌｅｈｅａｌｔｈ＂ＯＲｍ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ｗｅｂ？）），时间范围为２００９－２０１９年。

２２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为：研究主题为电子健康和医患共同

决策；研究有开发或使用电子健康应用支持医患共

同决策；文献以英文发表。排除标准为：研究与共

同决策或电子健康无关；除医患共同决策外还涉及

其他研究范围；研究仅提及相关概念。

３　结果

３１　检索结果

将检索得到的 ２０６０篇英文文献导入 ＮｏｔｅＥｘ
ｐｒｅｓｓ，去除重复文献２５８篇，阅读标题、摘要后排
除文献１７１３篇，阅读全文和查找纳入文献的引用
文献及施引文献后，最终共纳入文献３６篇。

３２　国外电子健康背景下医患共同决策工具 （表１）

表１　互联网医疗环境下共同决策工具

作者 时间 （年） 工具名称 功能模块

ＤｕＢｅｎ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２０１０ ＣＨＥＳＳ－ＬＣ 信息，沟通，指导和训练

ＫｅｉｋｅｓＬ，ｅｔａｌ ２０１３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ｏｏｌｆｏｒｍＣＲＣ 会诊单，疾病背景信息，治疗方案信息，患者偏好及观点摘要

ＬｅｎｅｒｔＬ，ｅｔａｌ ２０１４ ＥＨＲ集成系统 启动ＳＤＭ，收集患者偏好信息，为患者提供教育材料，医患者共同决

策，跟踪治疗方案的执行情况

ＣｏｘＣＥ，ｅｔａｌ ２０１４ 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ａｉｄ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ｃｏｍｐｌｅｘ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ｉｌｌｎｅｓｓｅｓ

用户分析，疾病和治疗信息，共同决策，患者结果反馈

ＳｐａｎＭ，ｅｔａｌ ２０１５ ＤｅｃｉｓｏｎＧｕｉｄｅ 聊天功能，共同决策，个人意见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ＭＬ，ｅｔａｌ ２０１６ ＨｂＡ１Ｃ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ａｉｄ ｒｅａｃ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ｅｓ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ＣｈａｐｍａｎＬ，ｅｔａｌ ２０１７ ＰｏｗｅｒＵｐ 我的人员，我的问题，我的计划，我的日志，我的决策

Ｍｃ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Ａ，ｅｔａｌ ２０１８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ｓＡｓｔｈｍａＣｏａｃｈ 收集患者信息，哮喘和治疗方案的个性化教育，生成个性化的摘要页面

ＳｔｅｐｈａｎＬＳ，ｅｔａｌ ２０１８ ａＦｉｂａｐｐ 了解疾病，风险计算，了解风险与收益，了解治疗选择，做出选择

ＹｅＳ，ｅｔａｌ ２０１８ ｓｉｎｇｌｅ－ｃｌｉｃｋ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ｈｅａｌｔｈ

ｒｅｃｏｒｄｔｏｏｌ

疾病和药物的知识，计算血管疾病风险，药物决策辅助

ＤｏａｒｎＣＲ，ｅｔａｌ ２０１９ ｅ－ＱｕｉｔｗｏｒＲｘ 吸烟史，戒烟的障碍和动力，描述治疗方案，总结内容

Ｆｉｎｎｅｒｔｙ，ｅｔａｌ ２０１９ ＭｙＣＨＯＩＳ－ＣｏｍｍｏｎＧｒｏｕｎｄ 患者用户文件，制定＂ＧｏＬｉｖｅ＂治疗计划，完成共同决策报告

３２１　基于电子健康档案　电子健康档案是指人
们健康相关活动的电子化记录，包括接受医疗服

务、免疫接种、参与健康教育活动的记录等。Ｌｅ
ｎｅｒｔ等将患者偏好、价值观等信息编码并存储至

ＥＨＲ，自动生成基于患者偏好的建议，帮助医患共
同商议决策方案［７］。ＹｕＷａｎｇ等设计与 ＥＨＲ相连
接的ＳＤＭ系统框架，提取糖尿病患者临床病史和价
值观的信息并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的降糖药、相关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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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选择［８］。ＳｉｑｉｎＹｅ等设计嵌入ＥＨＲ的他汀类药物

决策辅助支持工具，对两家诊所的６０名医生进行

调查，结果显示通过ＥＨＲ，医生使用他汀类药物辅

助的频率提高，参与 ＳＤＭ能力增强［９］。综上所述，

在ＥＨＲ中收集患者相关信息及偏好，医患双方针

对患者个人情况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能够促进以

患者为中心的医疗服务模式，提高医疗质量，改善

患者体验。

３２２　基于Ｗｅｂ网页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
的快速发展，基于 Ｗｅｂ的共同决策研究也日益增

多。Ｆｉｎｎｅｒｔｙ等对基于 Ｗｅｂ的共同决策项目＂Ｍｙ

ＣＨＯＩＳ－ＣｏｍｍｏｎＧｒｏｕｎｄ＂用户配置文件 （ＵｓｅｒＰｒｏ

ｆｉｌｅｓ）进行分析，发现绝大多数患者在常规治疗中

都可以参与基于Ｗｅｂ的共同决策并获得足够决策支

持［１０］。Ｓｐａｎ等发现网页工具＂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Ｇｕｉｄｅ＂的聊

天和个人意见功能可以促进痴呆症患者与医护人员

的交流［１１］。ＤｕＢｅｎｓｋｅ等介绍互联网交互式健康交

流系统＂ＣＨＥＳＳ－ＬＣ＂，其提供信息、沟通、指导及

患者健康状况跟踪功能［１２］。此外 Ｋｅｉｋｅｓ等使用基

于网页的决策支持工具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ｏｏｌ，
ＤＳＴ）对转移性结直肠癌的医患共同决策情况展开

调查，发现患者和医生使用ＤＳＴ共同决策参与程度

较高［１３］。基于网页的共同决策工具在收集患者偏好

信息的同时提供交互功能，有利于医生与患者之间

的交流，减少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和决策冲突。

３２３　基于移动健康　移动健康是使用移动设

备，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其他无线设备进行患

者自我管理并支持医患共同决策的过程［６］。ＭｃＷｉｌ

ｌｉａｍｓ等设计＂ＣａｒｏｌｉｎａｓＡｓｔｈｍａＣｏａｃｈ＂移动应用，

帮助儿童哮喘患者参与医患共同决策，创建个性化

治疗方案［１４］。Ｓｔｅｐｈａｎ等开发并评估＂ａＦｉｂＡｐｐ＂，

旨在促进医患在房颤血栓栓塞预防的共同决策［１５］。

Ｄｏａｒｎ等开发基于平板电脑的决策辅助 ＡＰＰ＂Ｑｕｉｔ
ｗｏｒＲｘ＂，帮助用户评估吸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提

供有关戒烟治疗选择的知识［１６］。Ｃｈａｐｍａｎ等开发移

动应用程序＂ＰｏｗｅｒＵｐ＂，记录接受精神健康服务的

青少年的感受、治疗目标等信息，支持青少年与医

生共同制定治疗决策［１７］。Ｅｄｂｒｏｏｋｅ等的随机对照试

验证实ＰｏｗｅｒＵｐ的可行性和有效性［１８］。ＬｏｎｇＪ设

计一款ｉＰａｄ应用，帮助患者从电子病历中查看个人

药物列表并对其进行注释，而后与医生共同做出决

定［１９］。Ｇｒｉｆｆｉｔｈ将移动医疗与共同决策相结合，使农

村糖尿病患者参与个人血糖管理，记录患者治疗目

标以及制定下一步治疗计划［２０］。与传统面对面共同

决策相比，基于移动应用的共同决策工具灵活、便

捷，不受时间、地点制约，有效提高工作效率，降

低医疗成本。

３２４　基于临床决策支持系统　临床决策支持系

统是指任何有助于临床决策的计算机系统。Ｄｒａｋｅ

等认为应建立综合电子决策支持系统，包括患者状

态、关注事项、副作用、偏好、个人治疗目标、医

生评估以及治疗史［２１］。在一项随机对照试验中

Ａｍｏａｋｏｈ等使用移动健康临床决策支持系统＂ｍＣ

ＤＭＳＳ＂以改善加纳地区孕产妇和新生儿的健康结

果［２２］。Ｃｏｘ等提出建设针对重症患者的通用决策辅

助系统，强调要注重患者治疗的长期结果和患者对

决策的反馈［２３］。与一般临床决策支持系统相比，本

文纳入文献所提出的决策支持系统强调以患者为中

心，包含患者偏好及反馈信息，医患双方共同考虑

关于合理治疗方案的信息，分享观点，相互同意决

定，制定责任共担的行动计划。

４　国外电子健康环境下ＳＤＭ研究对我国的
启示

４１　重视为患者提供ＳＤＭ相关信息

国外有关使用电子健康工具支持医患共同决策

的研究比较丰富，但我国相关研究起步较晚［２４］。部

分国外电子健康工具中设置有关疾病知识、治疗方

案利弊等信息模块，帮助患者更好地了解病情，有

利于引导患者选择治疗方案，更好地参与决策。我

国研究人员在ＳＤＭ中可以为患者提供有关疾病的知

识和治疗决策的教育培训，帮助患者更好地理解信

息和决策过程，同时有利于促进医患之间的沟通，

从而提高ＳＤＭ质量。

４２　加强ＳＤＭ相关实证性研究

国外研究人员在进行电子健康环境下医患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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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工具研究时，通常都使用所开发的工具进行实

证研究以验证其有效性，而我国有关ＳＤＭ的研究多

为文献综述，缺乏实证性研究［２５］，电子健康背景下

的ＳＤＭ研究更是存在空白。在未来研究中有必要进

行实证性分析，探索适用于我国电子健康环境下的

医患共同决策工具。

４３　应用移动医疗支持ＳＤＭ

移动健康应用具有灵活、便捷的特点，不受时

间、地点的限制，帮助欠发达地区患者较为方便地

与医生进行沟通及参与个人治疗方案的决策，有利

于提高患者护理质量和病情管理，促进医疗资源优

化配置，提高医疗效率。我国的相关研究可以利用

移动医疗来支持共同决策。

４４　关注电子健康支持ＳＤＭ可能产生的负面结果

国外研究大多体现出利用电子健康手段支持医

患共同决策的积极结果，但极少有研究对其可能产

生的负面结果进行探讨。例如虽然互联网技术的快

速发展为电子健康背景下的医患共同决策研究提供

便利，但同时可能会带来数据泄露和隐私安全的问

题。因此在进行有关研究时应加强数据安全和隐私

保护，关注电子健康环境下ＳＤＭ可能产生的负面结

果。

５　结语

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和互联网的发展，将医患

共同决策与电子健康相结合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

大部分研究表明开发和使用电子健康环境下的共同

决策工具具有可行性。目前我国有关研究正处于起

步阶段，应在立足于我国文化背景和国情的基础上

适当借鉴国外相关经验，探索我国在电子健康背景

下共同决策的发展和应用。

参考文献

１　ＥｌｗｙｎＧ，ＤｏｍｉｎｉｃｋＦｒｏｓｃｈ，ＲｉｃｈａｒｄＴｈｏｍｓｏｎ，ｅｔａｌ

Ｓｈａｒｅｄ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ａ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２，２７（１０）：

１３６１－１３６７．

２　Ｏ＇ＬｅａｒｙＫＪ，ＣｒｅｄｅｎＡＪ，ＳｌａｄｅＭＥ，ｅｔａｌ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

Ｕｎｉｔ－ｂａｓｅｄ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ｅａｍｗｏｒｋａｎｄＰａｔｉｅｎｔ

Ｓａｆｅｔｙｏｎａ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

ｃ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２０１５，３０（５）：４０９－４１６．

３　陈晶晶，田曼浅析医患共同决策面临的问题及出路

［Ｊ］．医学与哲学 （Ａ），２０１８，３９（４）：１０－１２，２０．

４　Ｊｏｓｅｐｈ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Ｎ，ＥｌｗｙｎＧ，ＥｄｗａｒｄｓＡ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ｉｓＮｏｔ

Ｐｏｗｅｒｆｏ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ｙｎｔｈｅ

ｓｉ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ｒｅｐｏｒｔｅｄｂａｒｒｉｅｒｓａｎｄ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ｏｒｓｔｏｓｈａｒｅｄｄｅ

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Ｊ］．Ｐａｔｉｅｎｔ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ｕｎｓｅｌｉｎｇ，

２０１４，９４（３）：２９１－３０９．

５　ＰａｇｌｉａｒｉＣ，ＳｌｏａｎＤ，ＧｒｅｇｏｒＰ，ｅｔａｌＷｈａｔｉｓｅＨｅａｌｔｈ（４）：

ａｓｃｏｐｉｎｇ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ｔｏｍａｐ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５，７（１）：ｅ９．

６　ＷｏｒｌｄＨｅａｌｔｈ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Ｇｌｏｂ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ｆｏｒｅＨｅａｌｔｈ

ｍＨｅａｌｔｈ：ｎｅｗｈｏｒｉｚｏｎｓｆｏｒｈｅａｌｔｈｔｈｒｏｕｇｈｍｏｂｉｌ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ｉｅｓ２０１１［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０７－１１］．ｈｔｔｐｓ：／／ａｐｐｓ

ｗｈｏｉｎｔ／ｉｒｉｓ／ｂｉｔｓｔｒｅａｍ／ｈａｎｄｌｅ／１０６６５／４４６０７／９７８９２４１５６４２

５０＿ｅｎｇｐｄｆ？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１．

７　ＬｅｎｅｒｔＬ，ＤｕｎｌｅａＲ，ＤｅｌＦｉｏｌＧ，ｅｔａｌＡＭｏｄｅｌｔｏ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ｈａｒｅｄ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ｉｎ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ＲｅｃｏｒｄｓＳｙｓｔｅｍｓ

［Ｊ］．Ｍｅｄｉｃａｌ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２０１４，３４（８）：９８７－９９５．

８　ＷａｎｇＹ，ＬｉＰ，ＴｉａｎＹ，ｅｔａｌＡＳｈａｒｅｄ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ｈｏｉｃｅＵｔｉｌｉｚｉ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ＲｅｃｏｒｄＤａｔａ［Ｊ］．ＩＥＥ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２０１６，２１（５）：１２８０－１２８７．

９　ＹｅＳ，ＬｅｐｐｉｎＡＬ，ＣｈａｎＡＹ，ｅｔａｌＡ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ｏｒＳｈａｒｅｄ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ｆｏｒ

Ｐｒｉｍａｒｙ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ｉｎＴｈｅｒａｐｙ［Ｊ］．Ｍｅｄｉｃａｌ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Ｐｏｌｉｃｙ＆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２０１８，３（１）：１－７．

１０　ＦｉｎｎｅｒｔｙＭ，ＡｕｓｔｉｎＥ，ＣｈｅｎＱＸ，ｅｔａｌ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ＵｓｅｏｆａＣｌｉｅｎｔ－ｆａｃｉｎｇＷｅｂ－ｂａｓｅｄＳｈａｒｅｄ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ＭｙＣＨＯＩＳ－ＣｏｍｍｏｎＧｒｏｕｎｄ）ｉｎＴｗｏＳｐｅ

ｃｉａｌｔｙ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Ｃｌｉｎｉｃｓ［Ｊ］．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９，５５（４）：６４１－６５０．

１１　ＭａｒｉｊｋｅＳ，ＣａｒｏｌｉｅｎＳ，ＪａｎＪ，ｅｔａｌＡｎ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Ｗｅｂ

Ｔｏｏｌｆｏｒ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ｎｇＳｈａｒｅｄ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ｉｎＤｅｍｅｎｔｉａ

－ｃａｒ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ａｆｉｅｌｄｓｔｕｄｙ［Ｊ］．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Ａｇｉｎｇ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５（７）：１２８．

１２　ＤｕＢｅｎｓｋｅＬＬ，ＧｕｓｔａｆｓｏｎＤＨ，ＳｈａｗＢＲ，ｅｔａｌＷｅｂ－

ｂａｓｅｄＣａｎｃｅｒ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ｃａｒｅｇｉｖｅｒｓ，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ｉａｎｓｆｏｒ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ｈｅａｌｔｈ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Ｊ］．Ｍｅｄｉｃａｌ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２０１０，３０

·２２·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０年第４１卷第３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１，Ｎｏ．３



（６）：７３２－７４４．

１３　ＫｅｉｋｅｓＬ，ＪｕｄｉｔｈｄｅＶｏｓ－Ｇｅｅｌｅｎ，ＪａｎＷｉｌｌｅｍＢ，ｅｔａｌ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ｓｏｆａ

Ｗｅｂ－ｂａｓｅｄ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ｏｏｌｆｏ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Ｍｅｔａ

ｓｔａｔｉｃ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Ｊ］．Ｐａｔｉｅｎｔ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ｕｎ

ｓｅｌｉｎｇ，２０１９，１０２（７）：１３３１－１３３５．

１４　Ｍｃ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Ａ，ＲｅｅｖｅｓＫ，ＳｈａｄｅＬ，ｅｔａｌＰａｔｉｅｎｔａｎｄＦａｍ

ｉｌｙ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ａＭｏｂｉｌｅＨｅａｌｔｈ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ｆｏｒ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Ａｓｔｈｍａ：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ｓｔｕｄｙ［Ｊ］．

ＪＭＩＲｍ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ｕ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１８，６（３）：ｅ６８．

１５　ＬａｕｒａＳｉｇａＳｔｅｐｈａｎ，ＥｄｕａｒｄｏＤｙｔｚＡｌｍｅｉｄａ，ＲａｐｈａｅｌＢｏｅ

ｓｃｈｅＧｕｉｍａｒａｅｓ，ｅｔａｌＯｒａｌＡｎｔｉ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ｔｒｉａｌＦｉｂｒｉｌ

ｌａｔｉｏ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ｍｏｂｉｌｅｈｅａｌｔｈａｐｐ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ｈａｒｅｄ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Ｊ］．Ａｒｑｕｉｖｏｓ

ＢｒａｓｉｌｅｉｒｏｓｄｅＣａｒｄｉｏｌｏｇｉａ，２０１８，１１０（１）：７－１４．

１６　ＤｏａｒｎＣＲ，ＭａｒｙＢｅｔｈＶｏｎｄｅｒＭｅｕｌｅｎ，ＰａｌｌｅｒｌａＨ，ｅｔ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ｉ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ｅ－ＱｕｉｔｗｏｒＲｘ：ａｎｉＰａｄ

ａｐｐｆｏｒｓｍｏｋｉｎｇｃｅｓｓａｔｉｏｎｃｏｕｎｓ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ｓｈａｒｅｄ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ｉｎｐｒｉｍａｒｙｃａｒｅ［Ｊ］．ＪＭＩ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９，３（１）：ｅ１１３００．

１７　ＣｈａｐｍａｎＬ，ＥｄｂｒｏｏｋｅＣＪ，ＭａｒｔｉｎＫ，ｅｔａｌＡＭｏｂｉｌｅ

ＰｈｏｎｅＡｐｐｔｏＳｕｐｐｏｒｔＹｏｕ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ｉｎＭａｋｉｎｇＳｈａｒｅｄＤｅｃｉ

ｓ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ｒａｐｙ（ＰｏｗｅｒＵｐ）：ｓｔｕｄｙ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Ｊ］．ＪＭＩ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２０１７，６（１０）：ｅ２０６．

１８　ＥｄｂｒｏｏｋｅＣＪ，ＡｖｅｒｉｌｌＰ，ＥｄｒｉｄｇｅＣ，ｅｔａｌＡ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ｒｉａｌｏｆＰｏｗｅｒＵｐ：ｓｍａｒｔｐｈｏｎｅａｐｐｔｏｓｕｐｐｏｒ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ａｃｔｉｖ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ｈａｒｅｄ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ｆｏｒ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ｙｏｕ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Ｊ］．ＪＭＩＲｍ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ｕ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１９，７（６）：

ｅ１１６７７．

１９　ＬｏｎｇＪ，ＭＪＹｕａｎ，ＰｏｏｎａｗａｌａＲＡ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ｙ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ｔｈｅＵｓ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ｔｅｎｔｔｏＡｄｏｐｔａｎ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

ｌｉｇｅｎｃｅ－ｐｏｗｅｒｅｄＭ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Ｔｏｏｌ［Ｊ］．Ｉｎｔｅｒ

ａｃｔｉｖ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６，５（２）：１３－２２．

２０　ＭｉｃｈｅｌｌｅＧ，ＬｉｎｄａＳ，ＴａｍｍｉｅＰ，ｅｔａｌＡＳｈａｒｅｄ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Ｔｅｌ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ｅｎｇａｇｉｎｇｒｕｒａｌ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ｉｎｇｌｙｃｅｍ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１６，５（１１）：１０３－１１０．

２１　ＤｒａｋｅＲＥ，ＤｅｅｇａｎＰＥ，ＷｏｌｔｍａｎｎＥ，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ｙｓｔｅｍｓ［Ｊ］．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ｉｃＳｅｒｖ

ｉｃｅｓ，２０１０，６１（７）：７１４－７１７．

２２　ＨａｎｎａｈＢｒｏｗｎＡｍｏａｋｏｈ，ＫｅｒｓｔｉｎＫｌｉｐｓｔｅｉｎ－Ｇｒｏｂｕｓｃｈ，

ＤｉｅｄｅｒｉｃｋＥＧｒｏｂｂｅｅ，ｅｔａｌＵｓｉｎｇＭｏｂｉｌｅＨｅａｌｔｈｔｏＳｕｐｐｏｒｔ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ａｎｄ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ｉｎＧｈａｎａ：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ｏｆｆｒｏｎｔｌｉｎｅｈｅａｌｔｈｗｏｒｋ

ｅ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ｎｅｅｄｓ［Ｊ］．ＪＭＩＲ ｍ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ｕＨｅａｌｔｈ，

２０１９，７（５）：ｅ１２８７９．

２３　ＣｏｘＣＥ，ＷｈｉｔｅＤＢ，ＡｂｅｒｎｅｔｈｙＡＰ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ｙｓｔｅｍ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Ｎｅｅｄｓ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Ｆａｍｉｌｉｅｓ，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ｉａｎｓｉｎｔｈｅＳｅｔｔｉｎｇｏｆ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Ｉｌｌｎｅｓｓ［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ａｎｄ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Ｃａｒ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４，１９０（４）：３６６－３７３．

２４　王金华，王雪云医患共同决策相关问题思考 ［Ｊ］．医

学与哲学，２０１８，３９（４）：７－９．

２５　黄榕罛，杨雪瑶，宋现涛，等中国医患共同决策心血

管病领域研究现状与展望 ［Ｊ］．医学与哲学，２０１７，３８

（１０ｂ）：１－６．

（上接第１３页）

参考文献

１　ＮａｋａｍｏｔｏＳＢｉｔｃｏｉｎ：ａｐｅｅｒ－ｔｏ－ｐｅｅｒ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ｃａｓｈｓｙｓ

ｔｅｍ［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０５－０４］．ｈｔｔｐｓ：／／ｂｉｔｃｏｉｎｏｒｇ／

ｂｉｔｃｏｉｎｐｄｆ．

２　马小峰，杜明晓，余文兵，等基于区块链的供应链金

融服务平台 ［Ｊ］．大数据，２０１８，４（１）：１３－２１．

３　ＢａｘｅｎｄａｌｅＧＣａｎ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ｓｅＥＰＲＳ［Ｊ］．ＩＴ

ＮＯＷ，２０１６，５８（１）：３８－３９．

４　ＳｈａｅＺ，ＴｓａｉＪＪＰＯｎｔｈｅ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ａ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ｆｏｒ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ｒｉａｌａｎｄ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Ｃ］．Ａｔｌａｎｔａ：

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１７：１９７２－１９８０．

５　ＡｚａｒｉａＡ，ＥｋｂｌａｗＡ，ＶｉｅｉｒａＴ，ｅｔａｌＭｅｄＲｅｃ：ｕｓｉｎｇ

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ｆｏｒｍｅｄ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ａｃｃｅｓｓａｎｄ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Ｃ］．Ｖｉｅｎｎａ：２０１６２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ＯｐｅｎａｎｄＢｉｇＤａｔａ（ＯＢＤ）ＩＥＥＥ，２０１６：２５－３０．

６　董黛莹，汪学明基于区块链的电子医疗记录共享研究

［Ｊ］．计算机技术与发展，２０１９，２９（５）：１２１－１２５．

７　曹立明我国医药电子商务的应用现状、制约因素与推进

策略 ［Ｊ］．中国管理信息化，２０１３，１６（３）：７１－７２．

８　张倩，林菲我国药品分类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Ｊ］．中国医药导报，２０１０，７（１９）：１７７－１７８．

９　ＨｕｇｈｅｓＡ，ＰａｒｋＡ，ＫｉｅｔｚｍａｎＪ，ｅｔａｌＢｅｙｏｎｄＢｉｔｃｏｉｎ：

ｗｈａｔ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ｌｅｄｇｅ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ｍｅａｎｆｏｒ

ｆｉｒｍｓ［Ｊ］．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Ｈｏｒｉｚｏｎｓ，２０１９，６２（３）：２７８－２８１．

·３２·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０年第４１卷第３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１，Ｎｏ．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