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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评估Ｏ２Ｏ模式在慢性病管理中的适用性、可行性、实用性，以期为我国慢性病管理模
式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依据。方法／过程 检索国内外数据库相关文章，总结 Ｏ２Ｏ模式的实施方法及在常见慢
性病管理中的应用现状，分析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发展对策。结果／结论 Ｏ２Ｏ模式已在疾病监测、心理
护理、健康教育、随访管理等领域开展应用，能够改善临床症状、提高患者自我管理能力，但 Ｏ２Ｏ模式尚
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亟须提升患者的数字健康素养水平、探索构建最佳实施平台并完善信息安全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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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慢性病是当前我国面临的一项重大公共卫生问

题，不仅严重威胁公众健康，而且对经济社会的发

展造成了严重影响［１－２］，因此选择合适有效的慢性

病管理模式至关重要。《“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

中指出要积极发展智慧医疗，鼓励医疗机构提升信

息化、智能化水平［３］。目前，智慧医疗已在老年护

理［４］、慢性病管理［５］等多个领域开展应用。线上到

线下 （ｏｎｌｉｎｅ－ｔｏ－ｏｆｆｌｉｎｅ，Ｏ２Ｏ）模式起源于美国

全球团购网站 Ｇｒｏｕｐｏｎ［６］，指将线下机构与线上平

台相结合，构建全程、一体的管理模式。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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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２Ｏ模式在商业、教育等领域应用较广，在慢性病
管理方面也可结合线下治疗与线上管理，通过线上

线下的交互与转换，提高患者自我管理能力、提高

生活质量［７］。因此，本文综述 Ｏ２Ｏ模式的实施方

法、应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与发展对策等，旨在评

估Ｏ２Ｏ模式在慢性病管理中的适用性、可行性与实

用性，以期提高慢性病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促进

我国慢性病管理模式的创新与发展。

２　Ｏ２Ｏ模式实施方法

以Ｏ２Ｏ模式应用于慢性病患者管理为例，具体

实施方法［７］包括以下两部分。一是线上管理，线上

平台包括健康档案、健康评估、知识保健、随访、

信息咨询等模块。健康档案由患者及医护人员书写

上传，便于在开展医疗服务时提供参考。健康评估

模块的量表可供患者评估自身状况。知识保健模块

为患者提供疾病相关知识，不同患者间可通过线上

平台互相分享健康状况与疾病体会等。二是线下服

务，由社区护士主导，为患者提供运动、饮食指导

等。每次结束线下服务后，更新电子档案，同时指

导患者及家属上传服务体会，并要求其在结束１周

内每天通过线上平台提交与服务内容相关的数据，

管理团队成员根据患者提供的数据调整监测或治疗

方案。

３　Ｏ２Ｏ模式在常见慢性病管理中的应用现状

３１　疾病监测

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是有效防控的重要基

础［８］。Ｏ２Ｏ模式通过患者上传的健康数据，帮助医

护人员持续监测病情，及时提醒医护人员及患者注

意潜在的病情变化，医护人员也可随时调整治疗护

理方案，促进患者自我管理和干预［９－１０］。秦玲

等［１１］评估基于 Ｏ２Ｏ模式的健康管理在变应性鼻炎

患者中的应用效果，发现Ｏ２Ｏ模式弥补了传统单项

管理模式的不足，医护人员不仅可以持续监测患者

的病情变化，还可以在患者出现不良反应时提供个

性化指导。因此，Ｏ２Ｏ模式作为新型慢性病管理模

式，实现了院内院外连贯式健康管理，患者出院

后，医护人员可以通过线上平台直接了解患者

病情。

３２　心理护理

慢性病患者易出现焦虑、抑郁等不良心理状

态，造成较重的医疗负担［１２］，因此，积极开展心理

护理，改善患者心理状态至关重要。Ｏ２Ｏ模式中，

患者群体可以通过线上平台建立社会关系，互相分

享疾病体验，获得情感上的支持和安慰。ＡｌｌｅｎＣ

等［１３］指出基于网络空间的社会关系能够改善患者疾

病体验，为患者提供情感支持。胥秀等［１４］指出，

Ｏ２Ｏ模式的信息回馈、沟通互动等方式能够使患者

主动参与疾病管理过程，医护人员与患者的积极互

动可为患者提供正向反馈，线上平台的同伴教育也

有利于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因此，通过 Ｏ２Ｏ

模式为患者提供线上交流平台，能够减少焦虑、抑

郁等不良心理状况的发生。

３３　健康教育

慢性病的管理和治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患者的

自我健康管理水平，及其日常生活中应对疾病的方

式［１５］。因此，开展健康教育，提升患者自我管理能

力至关重要。ＧｕｏＹ等［１６］指出，传统院内面对面交

流时间较短，难以对患者产生长期影响，互联网和

智能Ａｐｐ则为延续医疗服务提供了平台，线上线下

一体化的医疗管理可保证患者出院后及时获得健康

咨询。ＪｉａｎｇＹ等［１７］指出在线健康信息可以弥补个

体获得健康信息量的差距。Ｏ２Ｏ模式通过线上平台

将抽象的疾病知识以图文、视频等通俗易懂的方式

呈现，结合线下互动交流，改变了以往单向、灌输

式的健康教育方式。因此，Ｏ２Ｏ模式的患者健康教

育能够提高患者的接受度及治疗依从性，有效改善

临床症状。

３４　随访管理

慢性病具有病程长、病情迁延等特点，患者出

院后仍存在较高的医疗服务需求，需积极开展随访

管理。与传统随访模式相比，Ｏ２Ｏ模式能够提供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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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的远程服务和指导，可以提高患者的自我护

理能力，降低再入院率［１８］。ＬｉｕＲ等［１９］指出，Ｏ２Ｏ

模式能够打破时间与地点限制，便于患者随时向医

护人员反馈疾病情况，有利于更好地控制疾病。我

国自２００９年开始重视家庭医生服务，为居民提供

常见病诊疗、健康管理等服务［２０］。基于 Ｏ２Ｏ模式

开展家庭医生随访管理有助于建立稳定密切的医患

关系，提高医疗服务的连续性［２１］，使慢性病患者得

到连续的随访管理，改善管理效果。

４　Ｏ２Ｏ模式应用于慢性病管理领域存在的
问题

　　一是数字健康素养水平参差不齐。慢性病患者

的数字健康素养受多种因素影响，不同患者数字健

康素养水平参差不齐。在制定智慧健康管理措施

时，患者数字健康素养容易被忽略，导致某些数字

健康素养水平低的患者对智慧医疗产生抗拒［２２］。

二是缺乏统一的线上平台。国内一些互联网医

院的盛行，表明公众对在线医疗保健服务有巨大需

求［２３］。但目前Ｏ２Ｏ模式在慢性病管理领域尚未形

成统一的线上平台，国内相关研究涉及微信、腾讯

会议及自主研发Ａｐｐ等多种线上平台，平台不同导

致医疗机构间无法实现衔接与资源共享。

三是信息安全制度不完善。Ｏ２Ｏ模式利用互联
网平台实现线上线下资源整合，但由于缺乏完善的

信息安全制度，在为患者提供便捷、高效医疗卫生

服务的同时，存在患者隐私泄漏、医疗数据丢失及

黑客攻击等数据安全问题［２４］。

５　Ｏ２Ｏ模式应用于慢性病管理领域的发展对策

５１　提升数字健康素养水平

王彩霖等［２５］指出，年龄、文化程度及经济水平

是慢性病患者数字健康素养水平的影响因素，在智

慧医疗实施过程中，应重视高龄、低学历、低收入

患者，积极解决其遇到的技术问题，如通过开展社

区活动、数字素养教育、同伴协作学习等，提高其

数字健康素养水平。ＬｅｅＨ等［２６］研究表明，数字素

养教育显著增强老年人对智能手机的运用能力及视

频记录能力，提升了老年人的幸福感与认知功能。

吴迪等［２７］通过访谈农村老年人指出代际支持是老年

人获取网络健康信息的重要来源与支撑。因此，应

鼓励子女辅导父母正确使用数字技术，降低其对数

字技术的恐惧与焦虑；家庭医生也可以协助患者使

用数字技术，获取疾病监测、健康教育等服务。同

时，政府应积极提供政策支持，将智慧医疗延伸至

农村地区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基层医疗机构，提

升患者对数字技术的使用率与接受度。

５２　探索构建最佳实施平台

不同的线上平台侧重点不同，有些平台更注重

患者的自我管理与监测，而其他平台可能更重视患

者与医护人员间的沟通与互动。因此，未来应开展

研究分析不同线上平台的优缺点，探索适合Ｏ２Ｏ模

式的最佳实施平台，通过统一的线上管理平台，实

现医疗机构间的互联互通，解决不同医疗机构间资

源不平衡的问题。ｖａｎｄｅＶｉｊｖｅｒＳ等［２８］对使用线上

平台的慢性病患者及全科医生访谈后指出，尽管线

上平台体现了个性化护理的优势，然而，部分患者

认为线上平台缺乏人性化，并且少数患者表示不清

楚应该如何通过线上平台咨询问题，可能导致患者

使用线上平台的连贯性下降。ＬｉｕＹ等［２９］指出，健

康赋权及满足需求是促进患者持续使用线上平台的

有效方式，需求的满足可以实现健康赋权，继而激

发患者持续使用平台的意愿。因此，构建实施平台

时，应重点评估平台的简便性与实用性，以满足不

同患者的需求，提高患者的使用意愿。此外，随着

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ＣｈａｔＧＰＴ等大语言模型在慢

性病管理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为医护人员提

供评估资源、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等［３０］，因此未来

可进一步研究大语言模型与Ｏ２Ｏ模式的结合。

５３　完善信息安全制度

应积极完善信息安全制度，加强惩治和管理，

创造良好的网络环境，保障信息安全。首先，应完

善网络信息安全相关法律制度。目前国内已颁布涉

及个人信息、数据安全和电子商务等领域的法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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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针对个人信息的储存、采集和使用等行为提出

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然而数字平台具有灵活

多变的特点，现有监管体制仍无法实现全过程监

管，难以满足线上平台信息保护的需求［３１］，需制定

有针对性的法律措施，确保患者个人信息和隐私安

全得到保障。其次，应加强对线上平台的管理与维

护。定期安全审查和评估，识别网络系统中的漏

洞，可使用加密技术［３２］和安全传输层协议等保护数

据，通过数据使用协议规定数据的使用范围及存储

方式等，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明确规定第三方平

台不得以任何形式泄漏任何相关数据［３３］。此外，应

积极宣传信息安全相关内容，如通过大众传媒、科

普讲座等方式提升患者的信息安全认识水平与风险

防范意识［３４］，规范患者信息行为，指导患者审慎对

待网络健康信息，降低隐私泄漏风险。

６　结语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及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

越来越多的用户使用互联网查询和分享健康信息，

在线医疗已成为医疗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

Ｏ２Ｏ模式在慢性病管理领域应用具备可行性；同时
国内已开展多项 Ｏ２Ｏ模式应用于慢性病管理的研
究，均取得了较好的临床结果，因此Ｏ２Ｏ模式具备
适用性与实用性。Ｏ２Ｏ模式作为新型慢性病管理模
式，突破了传统模式时间与空间的限制，确保了治

疗和护理的连续性。但目前研究仍存在样本量小、

干预时间短等问题，本文在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的

基础上，提出以下几方面建议：一是应开展大样

本、长时间的临床试验，探讨Ｏ２Ｏ模式在慢性病管
理中的长期应用效果；二是积极采取措施提高患者

的数字健康素养水平，解决患者对操作流程、操作

平台不熟悉等问题；三是探索适合Ｏ２Ｏ模式的最佳
实施平台，通过统一的线上平台衔接不同医疗机

构，解决资源不平衡问题；四是应健全相关法律法

规，完善信息安全制度，保障患者和医疗机构的信

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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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ａｍｏｎｏｌｄｅｒａｄｕｌｔｓ’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ｑｕａｓｉ－ｅｘｐｅｒ

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２２，１９（１９）：１２４０４．

２７　吴迪，向菲，彭咏杰．农村老年人在线健康信息替代搜

寻者行为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Ｊ］．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４，４５（２）：１４－１９，２５．

２８　ＶＡＮＤＥＶＩＪＶＥＲＳ，ＨＵＭＭＥＬＤ，ＶＡＮＤＩＪＫＡＨ，ｅｔ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ｅｌ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ｆｏｒ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ｈｒｏｎｉｃｉｌｌｎｅｓｓｉｎｐｒｉｍａｒｙｃａｒｅ：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

ｏｆ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Ｊ］．ＪＭＩＲ 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２２，６（８）：ｅ３８４２４．

２９　ＬＩＵＹ，ＪＩＡＮＧＦ，ＬＩＮＰ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ｔｈｅａｆｆｏｒ

ｄａｎｃｅｓｏｆｃｈｒｏｎｉｃｄｉｓｅａｓ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ｐｐｓ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ｎｃｅ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ｔｕｄｙ［Ｊ］．ＪＭＩＲｍｈｅａｌｔｈｕｈｅａｌｔｈ，

２０２１，９（５）：ｅ２１８３１．

３０　ＱＡＲＡＪＥＨＡ，ＴＡＮＧＰＡＮＩＴＨＡＮＤＥＥＳ，ＴＨＯＮＧＰＲＡＹＯＯＮ

Ｃ，ｅｔａｌＡＩ－ｐｏｗｅｒｅｄｒｅｎａｌｄｉｅｔｓｕｐｐｏｒ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

ＣｈａｔＧＰＴ，ＢａｒｄＡＩ，ａｎｄＢｉｎｇＣｈａｔ［Ｊ］．Ｃｌｉｎｉｃｓａｎｄｐｒａｃ

ｔｉｃｅ，２０２３，１３（５）：１１６０－１１７２．

３１　胡倩茹完善法律制度 守护平台数据信息安全 ［Ｊ］．上

海信息化，２０２４（２）：３１－３４．

３２　余镭，费亮网络与重要信息系统安全管理研究 ［Ｊ］．

科技创新与应用，２０２０（２１）：１９５－１９６．

３３　龚剑敏，顾东兴，冯骏互联网医院信息安全面临的挑

战与对策 ［Ｊ］．中国医院，２０２１，２５（９）：８１－８３．

３４　白玉，郭翌宸人口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河南省老年人数字

素养提升研究 ［Ｊ］．中国国情国力，２０２４（１）：５９－６４．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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