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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社区居民对“互联网+护理服务”使用意愿及影响因素

刘珍,张艳,李宏洁,杜灿灿,赵敬

摘要:目的
 

调查郑州市社区居民对“互联网+护理服务”的使用意愿以及影响因素。方法
 

对346名郑州市居民采用自制社区居民

对“互联网+护理服务”使用意愿调查表进行调查。结果
 

郑州市社区居民“互联网+护理服务”使用意愿总分61.85±10.88,不同

年龄、受教育程度、居住地、医保形式、是否患有慢性病、是否了解“互联网+护理服务”的社区居民的使用意愿得分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P<0.01);其中年龄、文化程度、患慢性病、了解“互联网+护理服务”与否是使用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均P<
0.01)。结论

 

郑州市社区居民“互联网+护理服务”使用意愿呈中等水平,该类平台应针对不同人口学特征的用户群体增加人性

化、简洁化应用功能,尤其应重点关注文化程度较低的慢性病老年人群的使用意愿及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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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willingness
 

of
 

community
 

residents
 

in
 

Zhengzhou
 

to
 

use
 

"Internet+nursing
 

services"
 

and
 

to
 

analys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Methods
 

A
 

total
 

of
 

346
 

community-dwelling
 

residents
 

in
 

Zhengzhou
 

were
 

invited
 

to
 

complete
 

a
 

self-
designed

 

questionnaire
 

in
 

terms
 

of
 

their
 

willingness
 

to
 

use
 

"Internet+nursing
 

services".Results
 

Their
 

willingness
 

to
 

use
 

"Internet+
 

nursing
 

services"
 

scored
 

61.85±10.88.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willingness
 

to
 

use
 

"Internet+nursing
 

services"
 

were
 

found
 

among
 

different
 

age
 

groups,
 

educational
 

backgrounds,
 

place
 

of
 

residence,
 

medical
 

payment
 

type,
 

presence
 

of
 

chronic
 

diseases,
 

and
 

whether
 

know
 

"Internet+nursing
 

services"
 

or
 

not
 

(P<0.05,
 

P<0.01).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showed
 

that
 

age,
 

educational
 

backgrounds,
 

presence
 

of
 

chronic
 

diseases,
 

and
 

whether
 

know
 

"Internet+nursing
 

services"
 

or
 

not
 

were
 

factors
 

influencing
 

willing-
ness

 

to
 

use
 

"Internet+nursing
 

services"
 

(P<0.01
 

for
 

all).
 

Conclusion
 

Community-dwelling
 

residents
 

report
 

moderate
 

level
 

of
 

willingness
 

to
 

use
 

"Internet+nursing
 

services".
 

Service
 

providers
 

should
 

enhance
 

user-friendly
 

function
 

and
 

simplify
 

the
 

access
 

of
 

service
 

based
 

on
 

customers'
 

characteristics,
 

especially
 

for
 

those
 

who
 

have
 

lowe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d
 

chronic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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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

设规划》指出,预计到2020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

口将增加到2.55亿人左右,占总人口比重的17.8%
左右[1]。人口老龄化加剧与互联网服务的兴起双重

因素催生出以“共享”为主的医护上门服务,即“互联

网+护理服务”。2019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开展“互联网+护理服

务”试点工作的通知》[2]指出,“互联网+护理服务”是
指医疗机构利用在本机构注册的护士,依托互联网等

信息技术,以“线上申请、线下服务”的模式为主,为出

院患者或罹患疾病且行动不便的特殊人群提供的护

理服务。“互联网+护理服务”可以有效适应人口老

龄化、护士人力资源短缺、健康观念更新等带来的挑

战。但目前“互联网+护理服务”主要在沿海城市运

行,内地省份的公众对其认知及使用意愿如何尚未见

报道。为此,本研究对郑州市部分居民进行调查,分

析社区居民对“互联网+护理服务”的使用意愿及影

响因素,以期为“互联网+护理服务”的规范化发展提

供依据,为制定有针对性的“互联网+护理服务”实施

路径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18年7月选择河

南省郑州市五里堡社区、绿东村社区、桐柏路社区、科
学大道社区、大学路社区、航海东路社区、紫荆山南路

社区、南阳路社区8个社区的360名居民进行问卷调

查。纳入标准:①年龄≥18岁;②意识清醒;③知情

同意且愿意配合调查。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①社区居民一般资料调查表,自
行设计,内容包括社区居民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居
住地、医疗保障形式、月平均医疗费用占支出比例等。
②社区居民对“互联网+护理服务”的使用意愿调查

表,由研究者自行设计,经过查阅文献、小组讨论,在
5名专家(从事护理管理的主任护师1名,护理管理

与信息方向教授3名,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工程师1
名)的指导下逐步修改形成。包括“互联网+护理服

务”服务的可靠性(4个条目)、可用性(4个条目)、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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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保护及信任(4个条目)、照护风险管理(5个条目)、
使用意向(4个条目)5个维度,共21个条目。其中第

9~14题为反向计分。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从非

常不同意(1分)到非常同意(5分),总分21~105分,
分数越高同意程度越高,分数越低反对程度越高。前

期预调查测得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35。
1.2.2 资料收集 研究者在调查前与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的负责人取得联系,在社区集中健康教育期间发

放问卷。统一培训调查员以明确研究背景、调查内容

和问卷填写标准,获得调查对象知情同意后,发放问

卷,由调查对象独立填写。问卷当场回收,共发放问

卷360份,收回有效问卷346份,有效回收率96.1%。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Excel2010软件建立数据

库,使用SPSS17.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行t检验、单
因素方差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检验水准α=
0.05。
2 结果

2.1 不同人口学特征社区居民“互联网+护理服务”
使用意愿得分比较 郑州市社区居民“互联网+护理

服务”使用意愿总分61.85±10.88,不同人口学特征

社区居民得分比较,见表1。
2.2 社区居民“互联网+护理服务”使用意愿的影响

因素分析 以社区居民“互联网+护理服务”使用意

愿总分为因变量,以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6个

变量即年龄、文化程度、居住地、医疗保障形式、患慢

性病、是否了解“互联网+护理服务”纳入多元线性回

归分析。结果,年龄、患慢性病(否=0,是=1)、文化

程度(小学以下=1,中学=2,大专以上=3)、是否了

解“互联网+护理服务”(否=0,是=1)4个因素进入

回归方程,见表2。
3 讨论

共享经济的含义是人们通过一个第三方互联网

或移动互联网技术平台,将闲置的或者盈余的商品、
服务、经验等以有偿或者无偿的方式提供给需求

者[3]。当前国内信息技术平台逐步健全,部分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病床利用率不高,护理服务可以依托互联

网平台延伸到居民家中,因此基于共享经济理论整合

闲置社会资源发展“互联网+护理服务”显得尤为重

要[4]。
3.1 社区居民“互联网+护理服务”的使用意愿处于

中等水平 调查显示,郑州市社区居民对于“互联

网+护理服务”的使用意愿总分为(61.85±10.88)
分,处于中等水平。原因可能是随着全国老龄化的推

进,需要专业护理的患病老年人逐渐递增,患者对护

士上门服务有强烈的需求[5],且“互联网+护理服务”
上门服务解决了老年人和行动不便患者就医难的问

题,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6],故存在一定的

使用意愿需求。但由于目前互联网医疗服务质量参

差不齐,互联网医疗相关政策法规尚未完善,而影响

社区居民使用的意愿。因此,笔者建议亟需进一步完

善“互联网+护理服务”相关法律法规,营造良好的护

士上门服务环境,做好应用宣传及培训,分层分类提

供“互联网+护理服务”服务套餐,促进公众对“互联

网+护理服务”的使用意愿不断提高。
表1 不同人口学特征社区居民互联网+

护理服务使用意愿得分比较

项
 

目   人数
总分

(x±s)
t/F P

性别

 男 80 62.51±10.31 0.679 0.497
 女 266 61.63±11.05
年龄(岁)

 18~ 40 60.24±10.87 11.275 0.000
 45~ 46 65.35±9.10
 60~91 260 69.20±8.87
文化程度

 小学以下 120 59.90±10.49 7.479 0.000
 初中高中及中专 121 60.92±9.88
 大专以上 105 65.15±11.73
医疗费用占月收入比例(%)

 <10 296 62.27±10.73 1.716 0.181
 10~20 40 58.90±11.56
 >20 10 61.20±11.80
居住地

 市区 176 62.43±10.72 5.492 0.000
 郊区 78 65.28±9.89
 县城 43 62.23±11.83
 乡镇 39 58.43±10.09

 其他* 10 54.40±8.60
医保形式

 省医保 108 58.10±11.11 7.623 0.000
 新农合 20 80.41±10.98
 市医保 180 65.80±9.60
 商业保险 38 59.42±11.03
患慢性病

 是 133 64.90±11.11 -4.234 0.000
 否 213 59.93±10.31
了解“互联网+护理服务”

 是 158 63.54±10.82 -4.885 0.000
 否 188 57.31±9.72

  注:*指非郑州市居民,目前居住郑州。

表2 “互联网+护理服务”的使用意愿多元

线性回归分析(n=346)

变
 

量  β SE β' t P

常数 38.303 3.111 - 12.310 0.000
年龄 3.964 0.778 0.259 5.097 0.000
患慢性病 4.534 1.105 0.203 4.101 0.000
了解“互联网+护理服务” 4.159 1.237 0.170 3.361 0.001
文化程度 2.157 0.703 0.152 3.067 0.002

  注:R2=0.183,调整R2=0.173,F=19.055,P=0.000。

3.2 社区居民“互联网+护理服务”使用意愿的影响

因素分析

3.2.1 年龄 本次研究表明,年龄越大的居民其“互
联网+护理服务”的使用意愿越强烈(P<0.01)。可

能是因为年龄越大的人群,其自理能力、活动能力、健
康状况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因此其居家照护服

务的需求也越高。Pickler[7]于2016年通过统计过去

40年的文献发现,预计在接下来的40年中患有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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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的老年人群会有更多家庭护士访视需求。研究者

认为“互联网+护理服务”今后可进一步针对老年常

见慢性疾病提供健康体检、健康教育、居家护理、心理

咨询、康复指导、医院陪诊等高质量的“互联网+护理

服务”促进其“积极老龄化”,真正缓解老年人群的居

家照护压力。
3.2.2 文化程度 本次研究表明,文化程度越高的

居民其“互联网+护理服务”的使用意愿越强烈(P<
0.01),这与王艺蓉等[8]对糖尿病患者的研究结果类

似。可能与文化程度较高的人群,其知识面较广,获
取信息能力较强,对新事物接受能力较高有关。提示

护理人员针对不同文化程度的居民应采取不同的“互
联网+护理服务”宣讲方式,兼顾不同学习能力的用

户群体需求,在不影响使用功能的前提下,尽可能将

操作界面设计得简单、程序设计得更为人性化,并考

虑到不同群体使用体验,真正将“互联网+护理服务”
落到实处。
3.2.3 患慢性病 本次研究表明,患有慢性病的人

群对“互联网+护理服务”的使用意愿较为强烈(P<
0.01),与王苑蓉等[9]对老年患者的研究结果近似。
可能与患有慢性病的人群,其需要长期服药、进行疾

病监测及日常生活护理等多样化、个性化的护理服务

有关。目前,针对高龄或失能老年人、康复期患者和

终末期患者等行动不便的人群,主要提供慢病管理、
康复护理、专项护理、健康教育、安宁疗护等方面的护

理服务[2]。对于慢性病患者人群,其存在多元化的照

护需求,但目前“互联网+护理服务”仍然以基础护理

服务为主。因此,应逐渐完善“互联网+护理服务”内
容,重点关注慢性病人群的不同层次需求。同时应参

照当地医疗服务价格收费标准,综合考虑交通成本、
信息技术成本、护士劳务技术价值和劳动报酬等因

素,探索合理的“互联网+护理服务”价格和相关支付

保障机制,减轻慢性病患者的长期经济负担。
3.2.4 对“互联网+护理服务”了解状况 本次研究

表明,对“互联网+护理服务”有一定了解的居民的使

用意愿更为强烈(P<0.01),与梁丹[10]的研究结果一

致,可能与对“互联网+护理服务”有一定了解的居民

已经感受到其服务的有效性和便捷性,愿意将其作为

日常诊疗护理的选择途径有关。目前,经济发达地区

相关信息平台运营较多,以输液为例,“互联网+护理

服务”平台收费和公立医院现行的医疗服务价格相差

达7倍多,导致“互联网+护理服务”没有进入大众的

日常诊疗护理选择途径有关[11]。笔者建议可通过健

康讲座、健康广播、网络、报纸等平台让更多的人知晓

“互联网+护理服务”,并创新和丰富一系列便民、惠
民服务措施,以此提高社区居民对“互联网+护理服

务”的社会认同感。此外,还可借鉴美国马萨诸塞州

试行的“欢迎家庭”项目[12],通过建立试点逐步改善

公众对“互联网+护理服务”的知晓度。
4 小结

本调查 结 果 显 示,郑 州 市 社 区 居 民 对“互 联

网+护理服务”的使用意愿处于中等水平,其中年龄、
文化程度、是否患有慢性病、是否了解“互联网+护理

服务”是影响“互联网+护理服务”使用意愿的因素。
建议今后应针对不同人口学特征居民的照护需求,采
取系统的、全方位的系列配套改革措施,规范“互联

网+护理服务”管理,提高社区居民尤其是慢性病患

者对“互联网+护理服务”的使用意愿。本研究仅调

查了郑州市部分社区居民,有待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

扩大样本量,为促进“互联网+护理服务”规范化发展

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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