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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脑卒中患者对基于!医护技一体化"延续性服务手机!""的需求&为开发适合患者

的!医护技一体化"延续性服务手机!""提供依据' 方法#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对广州市三家三甲医院

的 +$ 例有脑卒中病史的住院患者进行调查' 结果#3%:的患者在手机上安装并使用过健康类 !""&其主要

目的为预防疾病与自身保健$3$;':%(康复训练指导$&);(:%(求医问药$*);3:%等' ));3:的患者表示愿

意安装基于!医护技一体化"的延续性服务 !""&患者期望该类 !""具有的主要功能为能够提供疾病知识

$&(;4:%(医护技人员能够根据患者的情况进行及时和全面的反馈和指导$&);':%等' 结论#脑卒中患者

有使用基于!医护技一体化"的延续性服务手机!""的需求&应结合患者需求开发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的手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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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是指脑局部血液循环障碍导致的脑神经

功能缺损综合征*&+

&因其具有高致残率(高病死率(

高复发率(患者需要长期治疗和康复等特点*$+

' 脑

卒中延续性服务是患者出院后获得持续康复指导(

促进快速康复的重要形式之一' 目前&实施延续性

服务的主体为护士**+

&但延续性服务的开展加重了

护士的负担&导致其积极性不高&另外护士对延续性

服务的认识还不够全面*3+

&因此大部分患者出院后

得不到高质量的全面的延续性服务&从而影响了疾

病的转归' !医护技一体化"是脑卒中患者管理服

务的新模式*)+

&指医(护(技人员共同参与制定患者

的康复方案&确保患者得到高质量的延续服务' 随

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智能手机的普及(手机移

动终端的便捷化&移动手机应用程序$!CC2180D19B&

!""%应运而生&为患者提供了一个获取信息更为便

捷且能与医务人员交流的平台&从而有效地提高患

者出院后延续服务的质量*(+和患者对疾病的自我

管理能力' 因此&基于!医护技一体化"脑卒中延续

性服务手机!""是目前降低脑卒中复发(提高患者

生活质量的一种延续性服务新模式' 本研究旨在了

解脑卒中患者使用健康类 !""的情况及其对基于

!医护技一体化"脑卒中延续性服务!""的需求&为

将来开发适合的手机!""提供依据'

!"对象与方法

!#!"调查对象"从 $%&'.%$.&+ E$%&'.%*.&+&采用

方便抽样方法&对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广东

省第二中医院及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等三家医院

的 +$ 例有脑卒中病史的住院患者进行调查' 纳入

标准#$&%经头部FG或H<I确诊为脑卒中的住院患

者)$$%患者意识清楚&理解能力正常)$*%愿意参与

本研究者' 排除标准#$&%患有精神疾病或认知障

碍者)$$%急危重症患者)$*%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者'

!#$"调查方法

&;$;&#调查工具#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形式开展

研究' 调查问卷是在研究者查阅文献的基础上&结

合脑卒中患者情况自行设计&经专家反复修改并通

过预调查后修改完善而成' 问卷内容包括 3 个方

面#$&%调查对象的一般信息&包括年龄(性别(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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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付费方式等' $$%疾病情况&包括所患疾病(

病程等情况' $*%手机健康类 !""使用情况&包括

是否安装过(安装过的种类(使用过的 !""功能及

对!""的评价' $3%脑卒中延续性服务 !""的使

用意愿与需求&包括患者是否愿意安装 !""及对

!""的需求等'

&;$;$#资料收集方法#为保证问卷的填写质量&问

卷采用无记名方式填写&经过专门培训的 ( 名临床

护士发放问卷&并向被调查者详细介绍问卷填写方

法及注意事项&当场发放当场回收&检查问卷的完整

性和有效性' 为保证研究的科学性&须做到以下几

点#$&%研究者本人在研究过程中始终保持中立态

度)$$%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对象)$*%收集的信

息保证有两人以上的监督(核对' 此次共发放问卷

&&' 份&回收 &&' 份&回收率 &%%:&有效问卷 +$ 份&

有效问卷率为 4';%:'

!#%"统计学方法"应用 J"JJ$%;%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录入(分析'

$"结果

$#!"脑卒中患者的基本资料"共调查 +$ 例患者&

年龄分布区域为 *% 岁以下的有 $ 人&*& E3) 岁之

间的有 ' 人&3) E(% 岁之间有 $% 人&(% 岁以上有 ($

人' 基本资料见表 &'

表 &#脑卒中患者的基本资料!! K+$"

#调查项目 人数 构成比$:%

性别

#男 )* )4;(

#女 *+ 3$;3

民族

#汉族 '' +);4

#其他 3 3;*

居住地

#广州城镇 )% )3;*

#广州农村 ' ';4

#外地城镇 &% &%;+

#外地农村 $3 $(;&

婚姻状况

#已婚 4) '&;(

#未婚 ) );3

#离异?丧偶 &$ &*

所患疾病

#脑梗死 (( 4&;4

#脑出血 $$ $3

#蛛网膜下腔出血 3 3;*

#续表 &

#调查项目 人数 构成比$:%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 )3;*

#高中?中专 $% $&;4

#专科?本科 &' &+;4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3 3;*

人均月收入

# L$%%% 元 && &$

#$%%% E(%%% 元 )3 )';4

# M(%%% 元 $4 $+;*

付费方式

#自费 3 3;*

#医保 )& ));3

#公费 &) &(;*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 $*;+

疾病病程

#4 > E $$ $*;+

#& 个月E + +;'

#* 个月E &$ &*

#( 个月E &% &%;+

# M& 年 *+ 3$;3

$#$"健康类手机软件 !""使用情况#33;(:的脑

卒中患者安装并使用过健康类 !""&没有安装和使

用过的占 ));3:&不使用的原因认为实用性不高的

占 $3;*:&使用于脑卒中康复类的占 &3;&:&使用

后效果满意的占 $);4:'

$#%"脑卒中患者相关!""的使用意愿#在回答选

项!如果医院开发一种基于-医护技一体化.为脑卒

中患者提供远程的疾病知识教育和康复指导手机

!""时"&)& 例$));3:%患者表示愿意安装此类软

件&+ 例患者表示不愿意安装此类软件&而 *$ 例患

者表示需要根据情况来安装此类软件'

$#&"脑卒中患者对脑卒中相关!""的期望和需求

4%;4:的患者表示希望得到医生(护士和技师三者

共同参与的延续性服务'

%"讨论

%#!"患者对脑卒中延续性服务手机 !""具有较强

的使用需求&结合患者需求开发该软件是大势所趋

脑卒中致残率高(复发率高&患者需要长期治疗和康

复' 在患者住院期间&医护人员由于工作量大&短时

间内无法满足患者全方位的医护需求&于是延续性

服务便成为脑卒中患者出院后获得持续的康复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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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促进快速康复的重要形式' 但是&由于医护人员

受到时间和费用的限制&其开展相对于患者较理想

的传统家庭访视服务形式比较困难*4+

' 而基于手

机!""平台开展脑卒中患者出院后的延续性服务&

可以有效地解决目前这一难题' 根据我们的调查&

脑卒中患者在长期康复过程中有通过手机 !""便

捷地获取相关信息并通过平台与医务人员进行交流

的强烈需求&开发基于!医护技一体化"的脑卒中延

续性服务手机!""不仅能有效满足患者的需求&也

是信息化时代推进脑卒中患者延续性服务有效开展

的必然趋势'

%#$"许多脑卒中患者安装使用过健康类!""&使得

脑卒中延续性服务 !""的安装应用成为可能#随

着智能手机的迅速发展和普及*'+

&在延续性服务干

预频率和强度不够的情况下*++

&不同于传统的电话

随访(家庭访视等方式的健康类 !""应运而生' 目

前国内健康类!""已达 * %%% 多种*&%+

&正在改变人

们的生活方式&提高人们的健康意识' 本研究显示&

33;(:的脑卒中患者安装并使用过健康类 !""&如

健康运动类(健康饮食类(用药提醒类等&使脑卒中

延续性服务 !""软件的应用成为可能' 但使用

!""累计时间超过一个月的人数仅占 $;$:&调查

发现其不使用的原因&觉得实用性不高的人数占

$3;*:&说明目前已开发的健康类 !""对患者来说

实用性不高&因此有必要开发实用性更强的 !""满

足患者需求&改变目前市场上延续性服务 !""软件

相对较少(功能设计不完善(缺乏实用性和针对性的

现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延续性服务'

%#%"半数以上的受访患者对方便(实用的基于!医

护技一体化"脑卒中延续性服务手机 !""有较高期

望值#结合患者的需求开发脑卒中延续性服务手机

!""来进行慢病管理&这是目前降低脑卒中复发(提

高患者生活质量的一种有效的慢病管理新方式' 本

研究显示&));3:的患者表示愿意安装一款适合脑

卒中患者延续性服务的手机!""&并对方便(实用的

手机!""期望值较高' 患者期待开发基于!医护技

一体化"脑卒中延续性服务手机 !""&这正是软件

开发的动力和切入点' 首先&患者希望这类软件简

单(实用(易操作' 要求字少(图多(视频多&实用(具

体且有指导性&避免广告植入&避免频繁弹出消息&

避免侵犯个人隐私等' 其次&希望 !""有脑卒中相

关防治知识的宣教&如能介绍疾病的病因(治疗方

法(预后(注意事项等&能记录和监测患者的血糖(血

压(血脂等指标&能提供实用的康复锻炼方法&能根

据患者的康复情况及时给予反馈和指导等' 最后&

患者还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实现快速寻医问药'

如能推荐合适的医生(在线预约挂号(实现在线咨询

和指导(建立病友圈进行互动交流等等'

总之&脑卒中延续性服务是患者出院后能得到

持续康复指导(加快康复的重要途径' 采用!医护

技一体化"联合干预能更有效地提高延续性服务的

质量' 但目前市场上符合患者需求且简便实用的脑

卒中患者延续性服务手机 !""尚少见' 因此&有必

要研发一款基于!医护技一体化"适合脑卒中患者

延续性服务的手机 !""&以便能更好地发挥延续性

服务的持续性(及时性和有效性&促进患者早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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