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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管理平台在糖尿病健康管理中应用的

研究进展

刘�金�赵�静
渭南市第二医院内分泌科�陕西�渭南�714000

摘�要：介绍了我国“互联网+”管理平台在糖尿病健康管理。“互联网+”在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中的应用，本
文对与“互联网＋”在糖尿病健康管理中的相关问题进行综述，为探索“互联网＋”管理平台在糖尿病健康管理中的

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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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IDF地图数据显示，过去的10年间（2011-2021
年），中国糖尿病患者人数由9000万增加至1亿4000万，
增幅达56%。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患者中有超过7283万名
尚未被确诊，比例高达51.7%。未来20余年，中国糖尿病
患病率增幅会趋于下降，但患者总数将持续上升，预计

到2030年增加到1.64亿，2045年将增加至1.75亿。[1]

图1��2021-2045年全球成人（20-79岁）各区域糖尿病人数

国际糖尿病联合会全球糖尿病地图（第10版）

探索一种新的糖尿病健康管理模式迫在眉睫。但统

的糖尿病健康管理目前存在人力资源有限导致失访率

高、社区医疗技术有限难以取得患者信任、受到时间和

地域限制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疾病指导等问题。而护士

在院外进行慢性病管理，可以为患者提供以健康教育和

日常护理为核心的管理服务。[2]据文献报道，约有82.6％
的糖尿病患者在出院后有医院延续服务的需求。三甲医

院因其人力有限无法在社区广泛开展糖尿病的防治工

作，而社区卫生服务技术力量较薄弱，存在社区医生水

平和医疗设备有限，糖尿病患者监管欠缺等问题。随着

互联网的发展及互联网＋护理医疗服务模式的兴起，基

于互联网的慢性疾病管理模式不断被探索[3]随着“互联网

＋”管理平台概念的提出，通过将互联网与大数据、云

计算、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其便捷、高效的管理方式

突破了医疗资源、时间、空间限制，为糖尿患者健康管

理提供了新思路。[4]

1��“互联网＋”健康管理平台现状

糖尿病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发病率增长速度快、患

者数量多、致残率和致死率高的慢性病之一当病情得到

有效控制后，患者往往会选择出院，但在重返家庭后普

遍存在重拾不良生活习惯、不遵医嘱用药等情况，导致

其血糖控制效果不佳，诱发急、慢性并发症的风险也随

之提高。以往进行的院外随访难以准确掌握糖尿病患者

病情变化，导致患者知信行水平低，越发难以满足护士

工作所需。[5]运用信息网络和移动智能设备优势，通过

“互联网+”健康管理平台对病人疾病状态进行监测，以
期让病人和家属及时得到专业指导和相关健康信息[6]

2��定义

互联网医院糖尿病线上管理尚未有统一的定义。根

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

的意见》、《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中的相关

说明，互联网医院应包括作为实体医疗机构第二名称的

互联网医院，以及依托实体医疗机构独立设置的互联网

医院。根据现有文献及实际工作经验，互联网慢病管理

指利用互联网构建疾病线上管理平台，开展智能化慢病

管理的过程。互联网医院糖尿病线上管理指依托互联网

医院糖尿病线上管理平台，由内分泌专科医生、医生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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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护师、药师、营养师等多学科糖尿病管理团队协同

参与，开展健康咨询等服务的过程[7]

3��“互联网＋”在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中的应用

3.1  “互联网＋”的健康管理平台是利用互联网、大
数据、物联网技术将患者的临床信息整合，主要实现健

康监测、健康评价、健康干预三大功能。杜少斐等[8]研

究。结果显示“互联网＋”管理模式能够提高患者的自

我效能，减少消极的应对模式，对患者整个家庭社群的

氛围都有良好推动作用。王浩[9]等研究结果显示基于互联

网平台的健康管理模式有利于优化２型糖尿病病人的代

谢指标，增强其自我管理能力。楚斯垠[10]等研究结果显

示通过管理平台管理１年后患者血糖控制、自我管理效

能、自我管理行为均有大幅度提高，干预前后差异均具

有统计学意义，健康管理能得到医患双方认可和广泛应

用，能改善患者的自我管理效能、行为和血糖控制。杨

丽[11]等研究结果表明远程管理模式有助于改善T2DM患者
的糖代谢指标，提高血糖控制达标率，减少ＴT2DM患者
经济负担，提高T2DM患者生活质量。张梦楠[12]等研究显

示“互联网+连续管理”模式下随访频度、依从性能有效
改善2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效果，对LDL-C的改善作
用有限。刘金萍[13]等研究显示“互联网+”可以提升糖尿
病患者及家庭成员自我管理能力，也为其他慢性病的互

联网管理，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3.2  “互联网+”–家庭糖尿病延续护理
糖尿病患者延续性护理服务方式主要有门诊复查、

返院咨询、电话随访、网络通信、健康讲座、健康教育

资料、家庭访视、手机短信、社区卫生随访等。[14] 王佳

珍[15]等研究结果显示出院1月后研究组空腹血糖及餐后2小
时血糖较对照组低，出院3月后研究组糖化血红蛋白较对
照组低，体重有明显下降，连续性护理对老年2型糖尿病
的血糖控制及肥胖患者的减重有重要意义。孙利[16]等研究

结果显示实验组的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及体质指数各项

指标明显低于对照组，通过延续性护理干预，可进一步

提高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和行为，改善患者的预后。徐

丽丽[17]等研究显示延续性护理平台的干预能更加有效地

帮助糖尿病患者控制空腹血糖和餐后2h血糖水平，提高
其自我管理能力及生活质量。

3.3  管理模式
马风珍[18]等研究通过“健康糖友”微信群，组织学

习糖尿病知识、网络教育（网站、微信）、组织糖友同

伴间互动交流及教育等，内容包括糖尿病饮食运动及药

物治疗、心理调护、自我监测、自我护理管理、并发症

的预防等10个主题，时长10~15min，结果显示可使糖尿

病患者血糖得到有效控制，患者自我管理行为提升、生

活质量得到有效改善，值得临床借鉴应用。刘敏[19]等研

究中糖尿病专科护士每周通过微信公众号及医院官方APP
发布线上健康教育内容，方便患者及时观看学习，内容

包括血糖仪的使用、胰岛素皮下注射方法、糖尿病饮食

及运动方法等。每月由专科医生、专科护士对社区医护

人员开展1次互联网线上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专科诊疗、
护理知识及专科操作示范。社区医护人员如果遇到治疗

或护理疑难问题，可通过医院官方APP联系专科医生，糖
尿病专科护士对患者进行远程会诊，使患者不离社区即

可享受到上级医院的专家服务。结果显示提高患者糖尿

病自我管理能力并有效减少不良情绪的发生。陆永珍[20]

等研究显示互联网+健康教育有利于制订和实施专业干预
措施，提高糖尿病患者对居家医疗废物知识和处置行为

的认知水平，提高对居家医疗废物的处置行为能力，值

得临床推广应用。

4��总结

“互联网+”健康管理作为新兴事物仍在不断探索过
程中，探索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各种问题，主要包括信息安

全、服务监管问题、责任划分以及管理规范等多方面的问

题，希望在不断地摸索过程中，不断完善政策机制，保护

患者健康隐私，明确管理主体，填补法律空缺[21]

另外我国经济发展仍不平衡，在部分基层医疗机构

及偏远地区，互联网仍未覆盖，暂无法使用互联网进行

糖尿病健康管理。且糖尿病人群中老年者占有较大比

例，然而大多数老年患者未配有智能手机，即使拥有智

能手机，一些老年人在操作手机APP时也可能存在困难，
因此开展以“互联网＋”为主导的糖尿病健康管理在老

年人群中开展存在局限性，老年人对此类管理模式接受

程度普遍偏低，建议后续研究在开发手机APP、管理平
台时在满足管理需求的同时，设计界面应尽可能简洁明

了，更方便老年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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