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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云计算平台是信息化快速发展下的一种新的重要形式,它以较高的可及性、延续性、智能化在糖尿病延续护理领域凸显了

优势。本文从云计算平台服务内容及模式、在糖尿病延续护理中的应用效果进行综述,并指出存在的问题,旨在为相关研究及实

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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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尿病是一个日益全球化的健康问题,也是世界

上最严重的慢性病之一。据国际糖尿病联盟(IDF)统
计[1],2017年全球约有4.51亿成人患有糖尿病,到
2045年将增至6.93亿,而我国糖尿病的患病率高达

10.9%,已成为全球糖尿病患者最多的国家[2],亟需

加强糖尿病患者的有效管理。延续护理被广泛认为

是提高护理质量的关键,对糖尿病患者实施延续护

理,可有效提高患者治疗的依从性,改善血糖控制情

况,预防和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提高患者生存质量[3]。
但传统的院后延续护理,受时间、地域、环境等因素的

影响,难以维持信息、管理以及关系的连续,效果欠

佳。云计算平台也称为云平台,指用户通过云计算技

术实现快捷、随时随地对网络中共享的电子信息资源

进行访问的服务平台[4]。其在卫生领域的应用可以

减少信息化建设的软硬件投入和运行及维护成本,方
便各种健康数据的统计分析。基于云计算的医疗平

台实现了有限医疗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医疗数据的互

联互通,可提供实时动态的医疗服务[5],可实现医院

-社区-家庭信息共享互联,满足患者的个性化延续

护理需求,实现糖尿病有效管理[6]。本文综述云计算

平台在糖尿病延续护理中的应用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以期为相关研究的实践开展提供参考。
1 云计算平台在糖尿病延续护理中的应用现状

1.1 云平台应用模式及服务内容

1.1.1 以电子健康档案为主的模式 作为了解患者

健康状况的最直观资料之一,电子健康档案以其经

济、简便,不受时间、地点限制,可供卫生保健人员实

时查阅等优势,被广泛应用于糖尿病患者[7]。借助以

电子健康档案为主的云信息平台为糖尿病患者提供

健康服务,使其延续护理更具连贯性、协调性和有效

性。但是基于健康档案的糖尿病信息管理多局限于

医院内,对于院外的患者兼顾性较差,已经无法适应

糖尿病患者人数的不断上升。

1.1.2 以远程干预为主的模式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

的发展以及日益严峻的医疗卫生问题,借助信息技术

对糖尿病患者实施护理管理成为研究热点。McKay
等[8]利用网络向糖尿病患者发送疾病指导信息,来帮

助患者减轻体质量,间接控制患者血糖。韩国研究人

员指导患者借助网站记录健康信息,并给予个性化的

护理指导,血糖得到了较好的控制[9-11]。Chen等[12]

借助无线通讯技术和可穿戴设备,对患者血糖实施远

程监护,护理人员根据监护结果提供相应的远程诊

断,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Farmer等[13]指出,借助信

息技术,如云计算、物联网、医疗设备等对糖尿病患者

进行远程管理是可行的、有效的,但需要更多的研究

来优化。
1.2 云计算平台在糖尿病延续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1.2.1 有效监测糖代谢指标 糖代谢指标是反映糖

尿病血糖控制的重要参数,也是衡量延续护理有效性

的重要指标,因此糖代谢指标的监测尤为重要。信息

技术逐渐被引入到医疗监测领域,效果较好。Fonte-
cha等[14]介绍了一种基于云计算的糖尿病管理系统,
包括网络平台、移动传感应用程序和服务库,通过移

动传感应用,可有效监测糖尿病患者的糖代谢指标,
并通过网络平台对收集的所有数据进行分析管理。
刘金萍等[15]对岀院后糖尿病患者应用综合管理信息

平台进行定时服药、血糖监测提醒及线上咨询,确保

了患者有效的血糖监测。
1.2.2 控制血糖情况,提高生活质量 糖尿病患者

血糖控 制 情 况 是 影 响 其 生 活 质 量 的 重 要 因 素 之

一[16]。Hsu等[17]对接受胰岛素治疗的2型糖尿病患

者实施基于云平台的糖尿病管理项目,利用平台的自

我追踪,共享决策界面以及短信、虚拟安全访问(音
频、视频和共享屏幕控制)等功能,实现医患双方对治

疗方案的协同决策,可有效地控制患者血糖,预防并

发症的发生和发展。云平台可以成为数据共享、加强

交流和改善血糖控制的有效工具。戴慧芳等[18]设计

的网络医疗平台,可实现糖尿病健康教育的延续性,
能有效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更好地控制血糖,最终

提高生存质量。Neinstein等[19]设计的 Tidepool云

平台通过糖尿病患者和医护之间建立快速反馈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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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人员借此引导患者了解特定生活事件,进而帮助

患者有效控制血糖,提高其生活质量。
1.2.3 遏制肥胖,降低患病风险 肥胖是引起糖尿

病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合理控制体质量,遏制肥胖

是降低糖尿病等慢性病发病率的重要举措[20]。有研

究表明,体重指数和腰围是衡量肥胖的重要指标,且
这2个指标每增加1个标准差,糖尿病患病风险增加

53%和64%[21]。因此,重点关注体重指数和腰围对

于遏制肥胖、降低糖尿病患病风险极其重要。Castel-
nuovo等[22]制定了TECNOB(Technology

 

for
 

Obesi-
ty)计划,利用信息平台对2型糖尿病患者实施基于

医院和家庭的延续护理,包括饮食治疗、体能训练和

心理咨询等,1年后,患者的体质量较对照组明显下

降,并指出该干预计划对肥胖糖尿病患者效果较好。
陶红等[23]运用Lifelink糖尿病远程管理平台对2型

糖尿病患者实施3个月干预,实现了管理人员、疾病

信息以及服务提供者的互动与延续,患者的体质量、
腰围均较基线时明显下降。
1.2.4 提高患者自我管理水平 良好的自我管理是

提高治疗依从性、控制血糖水平、改善临床结局的有

效途径,也是评估延续护理干预效果的重要指标。
Grady等[24]运用基于云计算的糖尿病管理平台对糖

尿病患者进行12
 

周的干预,平台实时追踪患者的血

糖或胰岛素数据,为患者的自我管理和治疗决策提供

支持,有效提升了患者的自我管理水平。孙红等[25]

运用信息平台对出院糖尿病患者实施延续护理干预,
12个月后患者的自我管理评分、糖化血红蛋白达标

率、临床症状等均改善,自我管理能力明显提升。白

雅婷等[26]建立医院-社区-家庭联动的网络健康管

理平台,用于院后2型糖尿病患者管理,1年后发现

此平台可实现资源整合、优势互补,有效促进患者自

我管理行为提升。蔡玉萍等[27]发现,利用基于移动

终端的健康服务平台开展延续护理可有效促进2型

糖尿病岀院患者疾病相关行为改变、提高自我管理能

力及院外健康教育满意度。
1.2.5 改善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 长期治疗带来的

生理、心理及家庭负担是糖尿病患者焦虑抑郁产生的

主要原因,与此同时,并发焦虑抑郁会加大糖尿病的

治疗难度[28-29]。因此,是否采取心理干预措施改善焦

虑、抑郁等负面情绪是评价延续护理干预效果的重要

参考指标。陈皓等[30]通过多媒体互联信息平台,进
行远程医患在线多渠道沟通和健康教育,减轻了糖尿

病患者的思想压力和经济负担。张强国等[31]应用网

络平台对老年糖尿病患者进行延续性管理,密切关注

患者心理,帮助患者缓解心理压力,6个月后患者的

心理焦虑、抑郁得分显著降低,心理状态改善。基于

云平台的延续护理可以实时进行健康教育、心理知识

传递,可有效地改善患者因疾病等因素造成的焦虑、
抑郁等负性情绪。

2 存在的问题

2.1 人群普适性问题 利用云平台开展糖尿病延续护

理,实时、动态地分析和评估病情对患者的治疗尤为重

要。但对于一些并发症多、病情严重,年龄较大、受教育

程度较低,生活在农村地区的糖尿病患者,开展云平台的

延续护理存在较大难度。对此,如何搭建内容通俗易懂、
功能简便易操作、高效实用、满足患者需求、适用于不同

疾病阶段的糖尿病管理云平台需深入探究。
2.2 安全隐私问题 云计算平台的有效利用,受各

种因素影响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Hiden等[32]提出,
患者私密的健康信息通过服务器上传,遇上恶意攻

击、服务提供人员不确定等容易导致管理数据丢失。
此外,贾丽军等[33]指出,数据的安全是国内外移动医

疗所面临的共性问题,且严重影响患者隐私的保护。
对此,搭建新一代支持安全数据传输和管理的服务平

台,确保服务提供人员资质值得进一步探讨。
2.3 法律问题 云计算平台的一大问题是法律缺

陷,比如缺乏管理和传输电子健康信息的法律框架。
使用者和服务提供者之间的合同是主要问题之一。
如果合同中没有必要的法律要求,缺乏足够的法律和

安全备份,使用者将不会采用这些技术。为此亟需政

府和有关组织制定出相应的法规条例来约束服务提

供者和使用者。
2.4 平台技术性问题 虽然目前移动医疗技术发展

迅猛,但是要借助云计算平台解决大数据存储问题,
目前还是存在一定技术问题。如数据访问受限、不同

设备的数据共享性差等导致的平台推广应用差[34]。
因此,在医疗信息系统中建立一个具有良好交互性和

共享性的云计算平台仍然存在挑战。这一技术难题

需加强多学科技术团队人员的合作,强化平台内容使

其通俗易懂,注重功能简便易操作,设计出高效实用

的满足患者延续护理需求的云计算平台。
3 小结

目前国内外研究借助云计算技术便捷性高、共享

性广、交互性强、可及性好、经济可靠等优势建立的糖

尿病延续护理平台在监测患者的糖代谢指标、控制血

糖情况、提高自我管理水平、改善生活质量等方面已

凸显成效。同时,云计算平台运用于糖尿病患者的延

续护理管理,可实现优势互补、资源整合,能更好地促

进卫生事业的发展。但由于我国糖尿病延续护理管

理和云计算技术尚处于发展阶段,如何克服云计算平

台运用中的安全性、合法性、技术性和人为性问题,搭
建出一个具有群体普适性和患者个性化,真正满足患

者需求的延续护理平台,还需深入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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