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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患者决策辅助工具应用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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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互联网+”患者决策辅助的概述、用途、形式及特点进行综述,“互联网+”患者决策辅助工具的主要形式包括网站、移动

应用程序、集合患者电子健康记录和虚拟决策实验室,医护人员使用“互联网+”患者决策辅助工具可促进患者自我管理、推动疾

病筛查、预防工作和协助共享决策过程的医患沟通等,并对其应用的影响因素进行综述,旨在为我国医护人员使用“互联网+”患

者决策辅助工具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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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以患者为中心医学理念的普及,共享决策日

益成为临床决策情境下的常规实践[1]。患者决策辅

助是指医护人员通过提供患者决策选项相关循证信

息,帮助理清自身偏好并做出选择[2-3]。研究表明,决
策辅助可增加患者的疾病知识,降低患者决策冲突及

促进患者充分参与决策[4]。近年来,为更好地推动共

享决策的实施,国内外学者致力于开发与应用不同类

型的患者决策辅助工具。患者决策辅助工具大量涌

现并不断发展,其呈现形式不一。随着互联网技术的

发展及患者决策情景的细化,国内外学者逐渐开始基

于互联网开展患者决策辅助工具的相关研究。研究

表明,基于互联网平台使用患者决策辅助工具能够高

效 利 用 医 疗 资 源、节 约 医 疗 成 本[5]。本 文 对

“互联网+”患者决策辅助的概述、用途、形式及特点、
影响因素等进行综述,以期为我国学者开发、应用

“互联网+”患者决策辅助工具提供借鉴。
1 “互联网+”患者决策辅助的概述

“互联网+”患者决策辅助是指医护人员通过互

联网使用全部或部分决策辅助工具为患者提供循证

信息,帮助个体在医疗护理决策中进行选择的过

程[3,6]。“互联网+”患者决策辅助工具的使用对象涵

盖居家患者和住院患者,能充分发挥网络健康资源的

优势,大大提高医疗护理效率[7-8]。“互联网+”患者

决策辅助工具大致可划分为两大类:①非交互式

“互联网+”患者决策辅助工具。患者可通过互联网

平台浏览、下载其他决策辅助工具,互联网平台主要

起载 体 作 用。如 英 国 肾 脏 研 究 中 心 的 官 方 网 站

(www.kidneyresearchuk.org/health-information/
resources)提供透析决策辅助手册的下载途径,可供

透 析 前 患 者 及 家 属 下 载 使 用[9]。② 交 互 式

“互联网+”患者决策辅助工具。此类决策辅助工具

将风险咨询和决策支持相结合,医护人员和患者同时

为决策辅助工具的使用主体,它具有互动性强、个体

化等特点,是目前最为常见的“互联网+”患者决策辅

助工具。研究表明,使用交互式“互联网+”决策辅助

工具的患者治疗满意度及自我效能感较高[10]。近年

来,随 着 互 联 网 技 术 的 不 断 发 展,开 发 交 互 式

“互联网+”患者决策辅助工具逐渐成为国内外学者

的研究方向。
2 “互联网+”患者决策辅助工具的用途

2.1 患者自我管理的资源 “互联网+”患者决策辅

助工具可作为患者自我管理的资源,促使患者成为自

我管理过程中的决策者。研究表明,慢性病患者除治

疗决策外,尚面临药物、饮食及运动等优先事项的决

策[11]。Jeon等[12]对36例使用决策辅助网站的骨关

节炎患者进行质性访谈,该网站涵盖19项患者各项

健康相关决策情境,归纳主题显示,患者可从网站中

获取自身健康相关决策的权威信息,患者自我管理能

力得到提升,健康结局有所改善。Li等[13]使用 An-
swer决策辅助网站进行一项前后对照试验,结果显

示,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决策冲突水平降低、药物自我

管理能力有所提高。慢性病患者决策辅助远程平台

通过提供自我管理相关信息,从而提高自我管理能

力。因此,“互联网+”患者决策辅助工具可作为改善

自我管理的新视角,以决策的形式授权给患者,促使

患者充分认识相关决策的重要性。
2.2 推动疾病筛查、预防 目前,互联网技术已被应

用于 公 共 卫 生 问 题 的 监 测 和 预 防[14]。而 借 助

“互联网+”决策辅助工具可提高健康或高危人群的

疾病筛查、预防意识,从而推进全民疾病筛查、预防工

作,从而达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目标。Manne
等[15]基于网络开发一项预防性乳房切除术决策辅助

工具,患乳腺癌风险较高的社区妇女使用后结果显

示,该项工具能提高社区妇女对乳腺癌的风险认知、
增强其决策效能。Gabel等[16]基于社区公民的信息

需求,开发结直肠癌筛查决策辅助网站,提高了公众

参与结直肠癌筛查工作。近年来,疾病筛查、预防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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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决策辅助工具的医学价值逐渐受到关注,各国学者

致力于开发疾病筛查、预防决策辅助工具。而“风险

评估”为疾病筛查、预防决策辅助工具的重要元素,如
何实现精确化的风险计评估成为“互联网+”患者决

策辅助工具的医学技术关键点之一,护士群体作为疾

病 筛 查、预 防 工 作 的 主 力 军,如 何 使 用、推 广

“互联网+”疾病预防、预防决策辅助工具成为今后的

工作内容之一。
2.3 协助医患沟通,辅助医患共享决策 研究表明,
决策辅助可降低患者决策冲突水平,促进患者充分参

与决策[17]。而“互联网+”患者决策辅助工具通过借

助计算机技术分析决策选项的风险得分、设置智能医

患对话模块等,协助医患选项对话过程,从而改善医

患共享决策过程。Loewen等[18]针对房颤患者预防

卒中治疗决策开发了一项新型决策辅助网站,通过健

康教育、个体化卒中风险评估、价值观澄清、首选治疗

方案匹配、总结报告5个步骤帮助房颤患者做出治疗

决策,结果显示,该网站在降低患者决策冲突、促进医

护 患 共 同 决 策 等 方 面 具 有 显 著 优 势。此 外,
“互联网+”患者决策辅助工具适用于部分话题较为

敏感的决策情景,如临终照护决策等。Uhler等[19]基

于网站设计名为“Informed
 

Together”的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患者预先照护计划决策辅助工具,结果显示,
大部分患者表示可接受该网站,并且表示希望加入更

多生活质量的内容。因而,“互联网+”患者决策辅助

工具可改善医患对话过程,推动医患共享决策的实

施,有助于真正推动“以患者为中心”医学模式的实

施。
3 “互联网+”患者决策辅助工具的形式

3.1 网站 网站是“互联网+”患者决策辅助工具最

常见的呈现形式,网站平台具有自由、模块设置不受

限制等特点,根据选项信息、选项对话和价值观澄清

三要素,既可单独设置决策辅助模块,如价值观澄清

模块、风险沟通模块等,亦可构成成套的决策辅助工

具。Knerrs等[20]基于网络开发乳腺癌高危妇女风险

沟通的干预措施,结果显示,基于网络的乳腺癌风险

沟通和决策支持工具能改善乳腺癌高危患者的风险

管理和疾病感知情况。Tomko等[21]基于互联网站开

发一项由循证信息、风险/益处、价值观澄清三部分模

块组成的交互式前列腺癌筛查决策辅助工具,结果显

示,增加互动元素和循证信息更能增加患者的知识和

治疗满意度。我国“互联网+”患者决策辅助工具的

开发尚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首先开发简单且易操纵

的决策辅助网站可为日后的开发做好奠基工作。
3.2 移动应用程序 Madhani等[22]开发女性生育

决策辅助移动应用程序,包括健康记录、决策辅助、健
康教育以及常见问题等模块,通过使用决策辅助应用

程序对孕妇实施干预,结果显示,干预组孕妇的决策

冲突水平低于对照组,生育决策辅助移动应用程序可

有效提高妇女自主选择分娩方式的能力。Nutalapati
等[23]基于JavaScript软件开发一款“ENDOAID”应
用程序,将患者临床指标和相关信息输入,该应用程

序根据抗血栓药物的心血管风险提出管理建议,简化

患者管理程序,并能有效减少延迟决策的情况。随着

“互联网+”患者决策辅助工具的不断发展,各种移动

应用程序逐渐被开发及应用,但由于决策情境的多样

化,移动应用程序的使用受到限制,其接受度低于网

站形式。
3.3 集合患者电子健康记录 临床实践中,将患者

电子健康记录与决策辅助工具相结合形成个体化决

策支持体系,能有效地将患者决策辅助工作融入临床

工作 中,切 实 推 动 共 享 决 策 的 实 施。Coylewright
等[24]将决策辅助元素集合至患者电子健康记录中,
并持续追踪8年,结果显示,临床医护人员使用患者

决策辅助工具的频率大大提高。研究表明,将患者的

症状、生活方式建议、护理计划等集合至电子健康记

录中,促进患者参与自身护理计划的决定,较常规护

理相比,效果显著[25]。随着患者电子病历的更新换

代,加入决策辅助元素可切实改进临床流程。集合患

者电子健康记录能做到高度个体化,未来尚可结合患

者电子自我报告结局系统,但需要多方面高度协作、
过硬的技术支持等,实施难度较高。
3.4 虚拟决策实验室 虚拟决策实验室是“互联网+”
患者决策辅助工具的进阶,旨在定制开发患者决策辅

助工具。Hoffman等[26]建立患者虚拟决策实验室,
由介绍共享决策、开发“互联网+”患者决策辅助工

具、收集交互式数据三部分组成,专家小组将虚拟决

策实验室应用于慢性膝关节炎患者,结果显示,患者

反映由虚拟决策实验室产生的决策辅助工具易于使

用,内容详细易读,且能大幅度降低患者决策冲突水

平。虚拟决策实验室不是针对某一特定决策而建立,
而是用于解决探索性问题,根据患者情况实时调整决

策辅助部分,高度满足患者的决策需求。但虚拟决策

实验室耗时耗力耗财,难以推广至临床应用。在临床

实践过程中,决策辅导(Decision
 

Coaching)也可起到

相同的作用,但对决策辅导实施者要求较高。因此,
未来国内外学者可致力于培训决策辅导教练,并且借

助互联网平台实施,充分发挥个性化及可普及化的双

向优势。
4 影响“互联网+”患者决策辅助工具应用的因素

4.1 患者因素 影响因素主要为民族、文化背景、文
化程度及年龄等[27-28]。研究表明,患者低水平电子健

康素养直接阻碍决策辅助网站的应用情况[29]。患者

电子健康素养指的是患者从互联网平台获取、理解和

使用健康信息,并使用获得的健康知识解决健康问题

的能力[30]。根据不同的人群电子健康信息素养水平

特点开发不同形式的决策辅助工具成为突破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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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等[31]针对新诊断乳腺癌患者开发网络漫画患者

决策辅助工具,漫画形式适用于文化程度低的患者。
患者作为“互联网+”患者决策辅助工具的使用主体,
直接决定其效果,因此,开发符合不同患者特征的决

策辅助工具以及为患者提供相应的培训必不可少。
4.2 技术因素

4.2.1 内容、格式设置 “互联网+”患者决策辅助

工具的图形格式、使用步骤及数据处理等均影响使用

效果。Kasper等[32]使用一种以图形呈现风险数据的

新格式进行线上随机对照试验,对照组使用象形文字

呈现数据,结果显示,新呈现格式能将复杂的情况简

化,帮助患者加深对风险的理解。Lum等[33]针对老

年糖尿病患者对胰岛素网络决策辅助工具需求进行

格式及内容调整,包括按钮、图标设置等,从而降低了

老年患者使用“互联网+”患者决策辅助工具的难度。
因此,开发和使用“互联网+”应根据使用人群的特点

进行格式和内容呈现方式的调整、测试、再调整,以提

高“互联网+”患者决策辅助工具的可用性。
4.2.2 信息技术 “互联网+”患者决策辅助受众广

泛,但相对而言特异性较差。不同患者面临的决策情

景不一,因此,通过在决策辅助工具中加入新信息技

术,实现个体化的决策支持成为“互联网+”患者决策

辅助工具的技术要点。Almario等[34]将“联合分析”
技术加入患者决策辅助网站,量化决策选项(如疗效、
给药方式等)的重要性,通过软件分析患者的决策偏

好,患者使用网站完成相应步骤后可生成最佳决策。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创新,医护人员和移动技术人员

将致力于将新信息技术融合入“互联网+”患者决策

辅助工具中,重点突破风险评估精细化和决策支持个

体化技术。
4.3 医护人员因素 研究表明,医护人员的态度、意
愿及电子信息素养等因素影响“互联网+”患者决策辅

助工具的使用[35-36]。因此,“互联网+”患者决策辅助

工具在推广及应用之前,应开展相关医护人员培训课

程,以充分发挥决策辅助工具的作用。此外,医护人员

的低效沟通可导致患者参与自身健康决策不足[37]。而

“互联网+”患者决策辅助工具一定程度上具有辅助沟

通的作用,借助互联网的优势,医患沟通可不受地域和

时间限制,且患者可通过重复阅读信息而加深理解。
Fraenkel等[38]在类风湿关节炎患者中使用“互联网+”
患者决策辅助工具,并结合问题提示清单和电话沟通,
大大降低了患者决策冲突水平。因此,医护人员在使

用“互联网+”患者决策辅助工具时,注重发挥其沟通方

面的优势,结合沟通技巧和其他工具,确保患者高效利

用“互联网+”决策辅助工具。
5 小结

“互联网+”患者决策辅助工具由于具有可及性

高、成本低、效率高等特点,在临床实践中被广泛用于

提升患者自我管理能力、推进疾病筛查及预防工作、

协助医患共享决策过程。因此,开发不同类型的

“互联网+”患者决策辅助工具成为国内外学者的研

究方向。目前,开发“互联网+”患者决策辅助工具须

重点攻破以下难点:实现个体化决策支持,提升医患

双方 电 子 信 息 素 养,改 进 风 险 沟 通 过 程。我 国

“互联网+”患者决策辅助工具的研究和应用尚处于

起步阶段,因此,应学习和借鉴他国开发经验,结合我

国国情,按照国际患者决策辅助中心的指南规范开发

流程,以推动我国“互联网+”患者决策辅助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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