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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了解慢性病健康管理信息化特征，为完善健康管理信息化模式提供借鉴。方法／过程
系统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维普网、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ＰｕｂＭｅｄ、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６大文献检
索平台自建库至２０２４年６月１３日发表的相关文献，运用ＤｉＶｏＭｉｎｅｒ平台对纳入的文献文本进行内容分析。
结果／结论 共纳入１１４篇文献，通过内容编码发现，慢性病健康管理信息化呈现出服务流程全面化的特征，
但健康风险预测、心理方面的信息采集、健康信息互联互通仍需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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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以下简称慢性病）病因复

杂、病情迁延不愈、病程长，需要长期且系统的治疗

与干预，因此对慢性病患者实施有效的健康管理至关

重要［１］。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慢性病健康

管理信息化进程得到极大推动。尽管关于构建以信息

系统为核心的慢性病健康管理平台的研究已颇为丰

富［２
!

４］，但针对慢性病健康管理信息化模式主要构成

要素特征的研究尚不多见。“特征”一词，作为人或

事物特性的征象或标志，在本文中被主要界定为慢性

病健康管理信息化实践过程中所体现的具体做法或措

施的特点，具体细化为健康管理系统特征、健康信息

采集特征以及健康信息传输特征３个方面。因此，本

文采用内容分析法，分析国内外慢性病健康管理信息

化文献资料，旨在明确上述３个方面的特征，为慢性

病健康管理信息化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２　资料与方法

２１　资料来源

２１１　检索范围及策略　以中国知网、万方数

据、维普网、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４个中文

数据库和ＰｕｂＭｅｄ、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两个英文文献检

索平台为文献来源。中文检索式：ＴＩ＝ （信息化

ＯＲ信息技术 ＯＲ互联网技术 ＯＲ“互联网 ＋”ＯＲ

信息化技术平台 ＯＲ信息化平台 ＯＲ信息化系统 ＯＲ

移动信息化平台 ＯＲ慢病管理信息系统）ＡＮＤＴＩ＝

（慢性病 ＯＲ慢性病患者 ＯＲ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ＯＲ

慢性病管理 ＯＲ慢性病防治 ＯＲ慢性病连续性管理

ＯＲ健康管理）。英文检索式： （ＴＩ＝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Ｒ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Ｒ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ＴＩ＝

（ｈｅａｌｔｈ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检索范围为建库至２０２４年６

月１３日。

２１２　文献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研究对

象为慢性病患者；研究内容是对慢性病患者进行信

息化的健康管理；研究类型为干预性研究、混合性

研究。排除标准：重复文献、综述、Ｍｅｔａ分析、会
议论文、学位论文、报刊书籍；文献信息不全，无

法查阅全文；中文和英文以外的其他语种文献。

２１３　文献筛选及资料提取方法　将文献导入
ＥｎｄＮｏｔｅ文献管理软件，由两名研究人员根据纳入
与排除标准独立筛选。中文文献资料主要从文献中

的研究设计与方法部分入手，再筛选慢性病健康管

理信息化的具体做法或措施；英文文献资料由笔者

和一名持国家二级笔译证书的硕士研究生共同翻译

然后提取。提取内容存入Ｗｏｒｄ文档。

２２　内容分析法

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对文本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

定量描述的研究方法［５］。借助 ＤｉＶｏＭｉｎｅｒ平台完成
编码及数据分析，通过确定编码体系 （类目创建）、

信度测试、正式编码等过程，对纳入文献的文本内容

进行整理分析和逐一编码。具体过程如下。

２２１　确定编码体系　健康管理信息化主要体现
在健康管理系统的研发与应用、健康信息采集信息

化程度提高以及信息化技术在信息传输中的运用等

方面，参考既有研究［６－９］确定编码体系，将健康管

理信息化的特征划分为健康管理系统特征、健康信

息采集特征和健康信息传输特征３个维度，并进一
步提炼相应的子维度，见表１。

表１　健康管理信息化编码分类体系

一级编码 二级编码 具体说明

健康管理

系统特征

服务流程 实现健康管理目标的方法和步骤

服务载体 提供或承载健康管理服务的平台和设备

健康信息

采集特征

采集内容 健康信息所包含的实质性内容

采集方法 采集健康信息所使用的具体手段和方法

健康信息

传输特征

传输渠道 健康信息在多个主体间的流通路线

传输方式 健康信息能在各主体间流通的方法

２２２　选择分析单元　分析单元选取原则：一是
在干预组或实验组中对慢性病健康管理信息化进行

具体描述的语句；二是能够体现健康管理服务流程

及载体、健康信息采集内容及方法、健康信息传输

渠道及方式等慢性病健康管理信息化特征的语句。

以选取的语句为最小分析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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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３　信度分析　在正式进行内容编码之前，需
要计算编码人员间的信度。信度分析主要考察不同

编码人员对于同一内容的编码判断一致性［１０］。本研

究组建３人编码小组，对编码过程、每个维度、条
目的含义及编码任务达成共识，共同进行预编码。

在ＤｉＶｏＭｉｎｅｒ平台上采用霍尔斯蒂指数进行信度计
算，３人之间的复合信度为０９２，可以进行下一步
内容编码工作。

２２４　内容编码及统计分析　正式内容编码时，
ＤｉＶｏＭｉｎｅｒ平台随机将提取的１１４篇文献文本内容
平均分配给３位编码人员，即每人需要对３８篇文献
文本内容进行编码，时间期限为一周。再采用描述

性统计方法，计算各条目的频数和百分比。

３　结果

３１　文献筛选结果

初步检索获得文献２４６４篇，经去重、初筛和
复筛，最终纳入文献１１４篇，包括中文文献８９篇、
英文文献２５篇。具体筛选流程及结果，见图１。

图１　文献筛选流程

３２　慢性病健康管理信息化特征

健康管理服务流程中健康风险预测 （９０％）
占比最低，服务载体以手机软件 （５２％）为主；健
康信息采集以生理方面 （６８０％）为主，以线上采
集方式 （６１５％）占比最高；医院与家庭之间
（５４９％）是健康信息传输的主要渠道，电话随访
（４０７％）是主要传输方式，编码特征分布情况，
见表２。

表２　慢性病健康管理信息化编码特征分布情况

一级编码 二级编码 指标 频次 占比 （％）

健康管理系统特征 服务流程 组建医疗团队 ７５ １１７

健康数据收集 ９６ １４９

健康状态评估 ８０ １２４

健康风险预测 ５８ ９０

健康干预实施 ９６ １４９

健康知识宣教 ８９ １３８

健康咨询 ７２ １１２

健康随访及反馈 ７７ １１８

服务载体 微信 ５７ ３５２

ＱＱ ７ ４３

微博 １ ０６

其他软件 １９ １１７

在线平台 ７４ ４５７

医院信息系统 ４ ２４

健康信息采集特征 采集内容 生理方面 ８７ ６８５

心理方面 ４０ ３１５

采集方法 线上 ５９ ６１５

线下医院 １９ １９８

线上线下相结合 １８ １８７

健康信息传输特征 传输渠道 医院与医院之间 ８ ５５

医院与社区之间 ２５ １７４

医院与家庭之间 ７９ ５４９

社区与家庭之间 ３２ ２２２

传输方式 电话随访 ４６ ４０７

微信随访 １２ １０６

家庭上门随访 ２０ １７７

线下医院随访 １５ １３３

在线平台随访 ２０ １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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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讨论

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对国内外慢性病健康

管理信息化相关文献文本进行研究，发现慢性病健

康管理服务流程已呈现全面化趋势，服务载体的信

息化程度较高，微信这一社交软件是其中的主要代

表，线上信息采集是主流方式，健康信息传输方式

实现了多元化，表明慢性病健康管理与信息化的深

度融合发展已经重塑了健康管理服务模式，有利于

提升服务效果。然而，本研究同时也发现当前健康

管理信息化服务仍然存在以下３大短板：一是服务
流程中健康风险预测的开展尚不充分；二是健康信

息采集主要局限于生理方面，对心理方面的信息关

注度不足；三是健康信息传输存在割裂现象，医院

－社区－家庭之间的健康信息互联尚未实现。为做
好慢性病健康管理信息化建设，应针对上述３大短
板采取相应对策，结合实际，总结以下３点建议。

４１　加强健康管理信息化服务流程中的健康风险
预测构建

　　科学规范的健康风险预测能够实现早期预警，
使健康管理更加深入、全面且个性化。在过去 ２０
年间，国内疾病风险预测模型的研究呈现快速增长

态势。张习梅等［１１］基于疾病风险预测模型，在大数

据健康管理平台中构建疾病预警模块，服务于健康

风险预测。曲文英等［１２］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

术，构建覆盖全流程的慢性病患者健康风险预警系

统，该系统包含数据采集与整理模块、特征提取与

构建模块、模型训练与预警模块３大部分，三者紧
密结合，能够从多个角度综合评估患者的健康状

况，并及时发现潜在的健康风险。２１世纪的信息技
术创新推动了健康管理升级，未来的健康风险预测

将是大数据、人工智能和预测模型的有效结合。应

充分利用日益丰富且实时变化的信息，构建更为精

确的动态风险预测模型，使慢性病健康管理更加精

准、高效［１３］。

４２　基于智能化设备增强心理方面的信息采集

现代医学模式强调 “人”的整体性，因此，在

推进健康管理信息化的过程中，必须全面考虑个体

的生物、心理和社会因素，才能提供更全面的健康

和疾病认知。智能可穿戴设备的优势和远程医疗的

广泛应用，为慢性病患者心理和社会健康信息采集

开辟了新路径。ＤｅｍｉｒｉｓＧ等［１４］设计以远程医疗组

件和信息化评估软件为载体的健康管理平台，通过

健康问卷和量表评估老年人的认知能力、情绪状

况、精神信念及行为，发现信息学能对老年人的健

康状况进行整体评估。傅恩林［１５］基于信息化平台，

对心内科住院患者实施心理分级管理，患者线上填

写量表，系统即可评估其心理健康状态，并进行心

理干预，不仅提高了信息收集和传递的效率，还通

过实时干预改善了患者的负性情绪，促进患者的心

理健康。

４３　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实现健康医疗数据的互联互通

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我国医疗信息化已经

从单个医疗机构的信息化建设，逐步过渡到区域医

疗信息化阶段，正向智能化发展［１６］。借助医疗健康

领域数字化转型的机遇，充分利用信息化、智能化

技术，实现健康信息在医院、社区、家庭３个主体

间的互联互通，不仅能够打破信息孤岛，减轻患者

就医负担，而且可以为医疗服务提供更加精准、个

性化的支持。胡秀静等［１７］证实通过信息技术纵向建

立 “居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综合性医院 －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的链式数据共享网络可以实现医疗

数据全面共享和互联互通。兰火连等［１８］针对脑卒中

患者，构建综合医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患者家

庭的信息化３级联动管理平台，并在３个客户端下

设联络互动模块传输信息，既可实现医疗数据的互

联互通，又可使优势医疗资源下沉，提高了慢性病

患者健康管理效果。陈阳等［１９］在 “互联网 ＋医疗

健康”背景下，通过搭建 “健康辽宁影像云”平

台，实现影像检查数据的互联互通和检查结果的共

享互认，结果显示影像云服务在帮助基层医院提升

诊疗水平的同时，还满足不同层级医生的科研和教

学需求，有助于提高区域内医疗机构的教学效率和

医疗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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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语

慢性病健康管理信息化发展已经重塑了健康管

理服务模式，可以帮助医生依据指南对慢性病患者

分级分类精细化管理，但健康风险预测、心理方面

的信息采集、健康信息互联互通仍需加强。本研究

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文献进行定性和定量研究，系统

收集、筛选并将问题进行归类、描述与排序，提出

针对性建议，为完善健康管理信息化系统提供有效

参考。本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特征抽取仅考

虑健康管理系统、健康信息采集和健康信息传输３
个维度，内容分析编码类目构建可能不够全面；二

是仅采用统计描述方法，分析慢性病健康管理信息

化的一些外部特征，其内在的联系分析有所欠缺；

三是仅从相对客观的角度分析慢性病健康管理信息

化文献文本中体现的特征，未能探讨文本外的使用

者尤其是患者对慢性病健康管理信息化的情感、态

度等主观方面的动态因素。未来研究将进一步挖掘

慢性病健康管理信息化其他特征表现。

作者贡献：向聪负责研究设计、文献检索与筛选、

部分内容编码、论文撰写；高小莲负责论文指导与修

订；熊钱芬、王鹤情负责内容编码、结果统计；罗燕

玲负责文献筛选；祝鑫红、陶军秀负责论文审核。

利益声明：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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