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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分析医联体模式下 “互联网＋”慢性病管理的优势与劣势、机会与威胁，并提出具有
针对性的参考对策与建议，以期为我国医联体模式下的慢性病信息化管理提供新思路，助力 “健康中国”

战略。方法／过程 采用ＳＷＯＴ分析法，从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４方面分析医联体模式下 “互联网 ＋”
慢性病管理的应用情况。结果／结论 医联体模式与互联网信息技术有机融合可有效缓解我国老年慢性病患者
数量庞大而优质卫生资源有限且分布不均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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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以下简称慢性病）严重威

胁公众健康，是最主要的疾病负担［１］，慢性病管理

工作已成为我国卫生工作重点。随着大数据、云计

算、物联网等新兴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互联网＋”

与慢性病管理融合应用逐渐普及，相关问题也日益

突显［２］。近年来我国大力发展医联体模式［３－４］，通

过整合各级医疗资源，借助信息技术，对慢性病患

者进行长期、全面、高效、主动的疾病管理，开辟

了慢性病管理的全新途径；但是医联体模式下互联

网信息技术应用于慢性病管理在我国起步较晚，尚

处于探索阶段。因此，本文拟采用 ＳＷＯＴ分析法从

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４方面进行剖析，并提出

具有针对性的参考对策与建议，以期为我国医联体

模式下的慢性病信息化管理提供新思路，助力 “健

康中国”战略。

２　 “互联网＋”慢性病管理应用现状及局限性

２１　我国常见 “互联网＋”慢性病管理模式

“互联网 ＋”慢性病管理通过互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与慢性病管理业务

流程、功能充分融合［５］，提供患者教育、疾病评

估、疾病追踪、健康督导等疾病管理服务，该管理

模式已成为慢性病管理服务新趋势［６］。目前我国常

见的 “互联网＋”慢性病管理模式有３种。一是医

疗应用程序 Ａｐｐ［７－８］，可将患者生理信息通过终端

设备传输到医生终端进行分析，常用于糖尿病、高

血压、房颤等疾病的监测和管理。二是日常社交

Ａｐｐ，借助微信平台对慢性病患者进行健康教育及

指导，提高患者自我管理能力，对高血压、糖尿

病［９］、代谢综合征［１０］、消化性溃疡［１１］等疾病的全

程管理有较好效果。三是大数据和云计算管理平

台，为患者自我监测提供途径，帮助其增强自我管

理意识；还可通过 “云共建”方式建立居民健康档

案，搭建云服务平台［１２］，提高医护人员疾病管理效

率，如上海、杭州等地政府搭建的 “健康小屋”

服务［１３］。

２２　我国慢性病管理工作现状

我国慢性病管理工作起步较晚，目前仍以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为主要管理力量［１４］，尚存在公共医疗

资源发展分配不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全科医

生缺乏，医疗设备和药品种类不足，专病诊治和医

疗信息化建设能力不足以及患者信任度不高等问

题，使慢性病管理信息化在基层医疗单位难以开

展；同时由于健康服务购买力不断增加，患者倾向

于选择级别更高的医疗机构，但三级医院医护人员

用于慢性病管理的时间相对不足［１５］。上述诸多因素

均为我国当前 “互联网＋”慢性病管理模式的推广
带来重重阻力。

３　医联体模式下 “互联网＋”慢性病管理ＳＷＯＴ
分析及发展策略

３１　基本概念

３１１　医联体 “互联网＋”慢性病管理模式　医
联体以１家三级医院为牵头单位，联合若干二级医
院、康复医院、护理院以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构

建 “１＋Ｘ”医联体［１６］。在该模式下［１７］借助互联网

信息技术［１８］，有机整合各级医疗资源，优化慢性病

管理路径，充分发挥上级医疗机构对基层技术的辐

射和带动作用，实现医患沟通、药品调整、体征监

测、交互随访、远程医疗及教育等一系列实时高效

的动态管理，从而更好地对慢性病进行长期、全

面、连续的规范化管理［２］。

３１２　ＳＷＯＴ分析　ＳＷＯＴ分析是通过对研究对象
的内部优势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劣势 （ｗｅａｋｎｅｓｓ）以及外
部机会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和威胁 （ｔｈｒｅａｔ）以矩阵形式
列举，通过系统分析，将各类因素相互匹配，从而

提出利用外部机会克服内部劣势的 “ＷＯ”策略、
利用内部优势规避外部冲击的 “ＳＴ”策略、规避威
胁减少劣势的 “ＷＴ”策略、利用自身优势和外部
优势的 “ＳＯ”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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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医联体模式下 “互联网＋”慢性病管理ＳＷＯＴ
分析 （图１）

图１　医联体模式下 “互联网＋”慢性病管理的ＳＷＯＴ分析

３２１　优势分析　 （１）有效节约医疗资源。在

医联体模式下搭建医患信息共享平台，不仅有助于

三级医院专科医师下沉至基层与全科医师组建 “专

全结合”慢性病管理团队［１９］，更能将医护人员、

慢性病患者及其照顾者紧密连接起来，打破时间、

空间和人力限制，患者可随时反馈病情变化，医护

团队线上调整诊疗方案，远程配送药物，减少不必

要的三级医院就诊，在保障患者健康的同时，降低

医疗费用、提高优质医疗资源利用率。（２）有效提

高慢性病管理效率及安全性。医联体内 “专全结

合”慢性病管理团队依托互联网、数据库和云计算

技术，由专科医师提供专病诊疗方案，基层全科医

师实时对病情监管、反馈，有效将急慢分治、上下

联动落到实处。该模式不仅可提高糖尿病、高血

压、慢性肾脏病［２０］患者自我管理能力，还可为房

颤［２１］及心脏瓣膜置换术后抗凝用药以及胃肠间质瘤

用药安全提供保障［２２］，患者治疗的依从性、治疗达

标率及满意度均明显提高，不良事件发生率大幅降

低。（３）有效提升医联体成员单位管理及医疗技术

水平。北京［２３］、四川［２４］、广州［２５］等地由大型三级

医院牵头进行医联体信息平台建设，规避资金投入

主体不明确、基层单位建设能力不足等问题；通过

建设包括远程会诊、双向转诊、远程教学在内的医

联体云平台，实现区域内各级医疗机构信息化能

力、管理及医疗水平提升，有效提高基层患者信任

度，增加家庭医生签约数量，推动医联体模式下

“互联网＋”慢性病管理的普及。

３２２　劣势分析　 （１）医联体内信息化建设尚

处于初级阶段。目前我国公办医疗服务体系中机构

编制与财政补助分离［３］，大部分医联体中各级医疗

机构相对独立，缺乏贯通、系统的运行管理机制，

人员调配、利益分配等方面并未统一，限制医疗资

源整合效率，医联体内信息化建设推进缓慢。 （２）

不同信息平台数据尚不能有效整合。虽然医联体模

式下各级医疗机构间信息权限局限性被打破，但不

同机构元数据描述方式不同，来自各级医疗服务机

构、科研机构、医药企业、信息技术企业的不同类

型数据不能共享，不同来源数据难以整合，无法挖

掘高质量、有价值、系统性的数据［７，１３，２６］。（３）医

疗信息化复合型人才不足。互联网信息技术有助于

提高医联体内优质医疗资源在各成员单位间的流动

效率，但目前尚缺乏专业医疗信息化人才进行平台

管理及维护，难以最大限度发挥医联体信息平台优

势；同时企业从事慢性病管理产品研发人员多不具

备医疗背景，导致现阶段慢性病信息化管理产品单

一、专业性欠佳，难以满足多层次、多元化的疾病

管理需求，限制新型慢性病管理模式的推广及发

展［１８，２６］。

３２３　机遇分析　 （１）国家政策助力医联体云

平台建设。２０１５年发布的 《关于积极推进 “互联网

＋”行动的指导意见》提出 “推广在线医疗卫生新

模式”，此后国务院、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工业

和信息化部等相继出台多项指导意见及政策法规大

力引导和推动互联网健康医疗服务模式发展［２７］，探

索慢性病健康管理服务新模式［２８］；同时要求医联体

主动摸索引入互联网技术，促进分级诊疗［２９］。由此

可知，医联体模式下 “互联网＋”慢性病管理顺应

我国医疗服务创新发展趋势。（２）信息技术发展迅

速，企业加大投资力度。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云

·６８·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３年第４４卷第６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２３，Ｖｏｌ．４４，Ｎｏ．６



计算、人工智能等互联网信息技术取得突破性进

展，各种智能终端设备、数据共享平台、疾病管理

应用融入慢性病管理，极大提高医疗资源利用率。

同时，更多信息技术企业加入 “互联网＋”医疗产

业并投入大量资金［２６］。这些均为医联体模式下的

“互联网＋”慢性病管理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３）

社会老龄化程度加深，公众就医观念改变。随着中

国社会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慢性病逐渐成为威胁

健康的巨大隐患［３０］；“三减三健”全民健康行动提

高了公众健康意识，增加了公众对优质医疗资源的

需求。医联体模式推广使居民可就近享受优质医疗

服务，对基层医疗机构信任度明显提高［３１］，有利于

新型慢性病管理模式的推广普及。

３２４　威胁分析　 （１）医疗信息化监管机制尚

不完善，数据与隐私安全面临挑战。虽然有关部门

在构建医疗信息化体系的同时也组建了相关政策体

系［３２－３４］，但这些规定仅能起到部分监管作用，难

以解决目前医疗信息化市场定价混乱、服务质量参

差不齐等问题，约束和保障医疗信息化行为的法律

法规尚不完善。此外，医疗数据在内部流通及外部

共享过程中存在泄露和被篡改的安全隐患［３５］，传统

管理机制和安全防护技术难以满足目前信息发展需

要，医患双方对慢性病信息化管理仍存在顾虑。

（２）医保、医药相关配套政策不完善，支持保障力

度不足。目前有关采用互联网技术进行医疗活动的

收费标准鲜有报道，该部分医疗支出尚未纳入我国

基本医疗保险，公众在享受医疗服务时存在一定经

济压力［３６］。同时，在区域医联体范围内，存在各单

位间报销范围、比例及起付线不同，基层医疗单位

报销项目偏少、医保药品不全的现象，无法有效发

挥基层医疗单位在慢性病诊治中的作用［３７］。 （３）

绩效考核机制不协调，医联体内慢性病管理参与积

极性不高。医联体内各级医疗机构职能界限不清，

存在虹吸、利益竞争等问题［３７］。在政府绩效考核激

励政策不足的情况下，分级诊疗制度的推行或影响

三级医院自身发展［３１］，上下级医疗机构间缺乏互信

基础，医联体模式下慢性病管理流于形式，医务人

员参与积极性不高。

３３　医联体模式下 “互联网＋”慢性病管理发展
策略

３３１　ＳＯ策略　 （１）政府引导，上下联动，推

动慢性病信息化管理建设。政府发挥政策宣传推动

作用，借助医联体模式，动员各级医疗机构共同参

与慢性病信息化管理，实现 “上下联动，专全联

合”的慢性病管理模式，提高公众对新兴管理模式

的知晓率和认可度。（２）重视慢性病信息化管理软

件个性化设计。细化患者群体，挖掘不同地区、特

征患者需求，尤其参考老年慢性病患者接受程度，

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提高管理工具适用性、简洁性和

易读性。

３３２　ＷＯ策略　 （１）完善医疗信息技术标准体

系建设。在政府宏观引导下，多部门联合建设统一

检测计量、数据接口、元数据描述、传输协议、技

术要求等标准；实现不同级别、类型信息平台数据

共享、信息互联互通，挖掘高质量、系统性的数

据［３８］。（２）培养跨学科复合型人才。政府、高校

及信息企业加大投入，积极协同探索人才培养模

式，培养具有移动信息技术、软硬件技术与医学基

础知识的复合型人才，更好地推广医联体模式下

“互联网＋”慢性病管理的应用。

３３３　ＳＴ策略　 （１）医联体内鼓励医生多点执

业，创新人事管理制度，鼓励优秀医务人员下沉社

区。借助信息化平台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开放医联

体内数据权限，实现数据共享，统筹信息管理系统

建设，简化信息管理流程［３］。 （２）扩大基层医保、

医药保障范围［３９］。对医联体内依照政策程序的诊疗

实施统一报销标准，实现医疗、医药、医保信息的

互联互通，开发在线诊疗医保结算功能，为患者接

受医联体慢性病信息化管理提供保障。

３３４　ＷＴ策略　 （１）引入政府政策支持，强化

顶层设计。通过实施医联体内管理、绩效体制改

革，建立有效的质量监控体系及激励机制，突破行

政区域壁垒，调动各单位积极性，加速医联体建设

及信息化平台建设。（２）完善医疗信息化安全法律

体系建设，信息技术升级。政府设立独立监管部

门，联合医疗机构、互联网企业、医疗保险部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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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行业准入标准、服务内容规范和质量评价体系，

共同保障公众信息及医疗安全。企业优化互联网技

术，规避因技术问题导致的数据泄露风险；对平台

使用者进行权限分类，建立完善的追责制度，减少

患者隐私泄露的可能性［３８］。

４　结语

面对日益严峻的社会老龄化及随之上升的慢性非

传染性疾病患病率等问题，医联体模式与互联网信息

技术有机融合可有效缓解我国老年慢性病患者数量庞

大而优质卫生资源有限且分布不均的矛盾。医改新政

及信息技术发展为慢性病信息化管理提供了有利条

件。随着管理体系成熟、相关法律法规完善、产业

标准建立、公众健康观念改变以及医疗信息化复合

型人才涌现，医联体模式下的 “互联网＋”慢性病
管理必将迎来快速发展，为慢性病患者带来新的前

景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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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实践 ［Ｊ］．中国数字医学，２０２０，１５（１）：８０－８２．

３７　牛雨婷，赵允伍，王晓松，等医联体背景下慢病管理

模式实践现状研究 ［Ｊ］．南京医科大学学报 （社会科

学版），２０２２，２２（３）：２１５－２２０．

３８　Ｅｌ－ＲＡＳＨＩＤＹＮ，Ｅｌ－ＳＡＰＰＡＧＨＳ，ＲＩＡＺＵＬＩＳＬＡＭ Ｓ

Ｍ，ｅｔａｌＭｏｂｉｌｅ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ｒｅｍｏｔ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ｆｏｒ

ｃｈｒｏｎｉｃ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ｔｒｅｎｄｓ，ａｎｄ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Ｊ］．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ｓ，２０２１，１１（４）：６０７．

３９　荆涛，杨舒，许晴将健康管理纳入基本医保的可行性

及策略研究———基于纳入北京市医保的模式设计和策略

分析 ［Ｊ］．中国卫生事业管理，２０１８，３５（６）：４２１－

４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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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３年 《医学信息学杂志》征订启事

　　 《医学信息学杂志》是国内医学信息领域创刊最早的医学信息学方面的国家级期刊。主管：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主办：中国医学科学院；承办：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

ＲＣＣＳＥ中国核心学术期刊 （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美国 《化

学文摘》《乌利希期刊指南》及ＷＨＯ西太区医学索引 （ＷＰＲＩＭ）收录，并收录于国内３大数据库。主要栏目：专论，

医学信息技术，医学信息研究，医学信息资源管理与利用，医学信息教育等。读者对象：医学信息领域专家学者、管理

者、实践者，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及广大医教研人员。

２０２３年 《医学信息学杂志》国内外公开发行，每册定价：１５元 （月刊），全年１８０元。邮发代号：２－６６４，全国

各地邮局均可订阅。也可到编辑部订购：北京市朝阳区雅宝路３号 （１０００２０）医科院信息所 《医学信息学杂志》编辑

部；电话：０１０－５２３２８６７２，５２３２８６８６，５２３２８６８７。

《医学信息学杂志》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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