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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联网＋”的延续性护理模式
在乳腺癌术后的应用进展

王筱芊

（浙江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53）

新时代我国护理人员工作事业蓬勃发展，为一

步加强医院现代数字化发展建设 ,逐步创新医学护

理技术工作方式 , 以达到提升医护服务质量效率、

减轻医务人员工作压力的意图。通信技术已经被广

泛应用到了医药应用领域的各方面 ,"互联网 +" 延

续性护理已成为了目前极其受到社会民众所关注的

互联网信息化护理模式 ,逐渐被广泛应用到各类病

人的出院护理中 ,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改善病人的依

从性。本篇文章将通过对“互联网＋”延续性护理

模式在乳腺癌病人恢复时期的使用现况进行研究 ,

探究更加符合于乳腺癌病人的“互联网＋”延续性

护理模式。

1. 乳腺癌与延续性护理
1.1 乳腺癌概述

根据我国癌症中心的统计数据表示，女性恶性

肿瘤在我国出现率最高的就是乳腺癌，死亡比例高居

第五位。这些年我国乳腺癌病人的数量大幅增加 [1]。

在乳腺癌发病初期一般没有比较明显的临床表现，唯

一的表现就是乳房有疼痛感，大多有钝痛或隐痛，而

随着病情慢慢发展，将显示出局部及全身的异常症

状，晚期则可因损伤周围神经而表现为剧烈痛感。

当乳腺触及可痛性包块，乳腺溢液或外观改变及同

侧腋窝淋巴结肿大时，要高度警惕乳腺癌的发生。

乳腺肿块时乳腺癌最早期表现，肿块多为单发，大

小不一，早期肿块多较小，晚期乳腺癌肿块多较大，

形态不规则，活动度差，固定于胸壁不易推动。目前，

手术是临床上治疗乳腺癌的主要方法。外科手术在

很大程度可以提升病人存活率及临床治愈效果，但

乳腺癌病人复发率较高，且由于术后会破坏病人的

女性特征 ,从而出现负性情绪，术后恢复时间缓慢 ,

病人的生理心理均受到极大的伤害。所以术后通过

合理有效的方法对乳腺癌病人实施护理干预是十分

必要的。

1.2 延续性护理概述

“延续性护理”是指根据一系列的行为系统设计，

其目的是保证患者在不同的健康照顾区域及同一健

康照顾区域获得不同程面和不同水平的连续性与协

作性护理。常规延续性护理主要由医护人员上门医

疗服务、门诊治疗业务、电话信息咨询等构成 ,尽

管延续性护理可以帮助病人身心得到恢复 ,减少医

护人员的任务量 ,但常规延续性护理无法及时有效

为病人提供支持与监督 ,导致其遵医行为不良 ,降

低其有效性。随着我国网络信息技术迅速发展 ,具

有主动性、实时性等属性的网络媒体渐渐渗透进了

医疗服务行业。将“互联网＋”延续性护理模式应

用于乳腺癌病人出院后的延续性护理中，能够解决

病人持续性的照护的需求，降低医疗成本，有效改

善病人的遵医行为现状，对于降低乳腺癌病人疾病

复发和提高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可以协助

医护人员及时解决病人出现的问题，从而促进乳腺

癌病人身心健康恢复。

2.“互联网 +”延续性护理
2.1 基于电话与短信的延续性护理模式

电话随访是一种较为早期的“互联网＋”延续

性护理方法 , 医护人员与病人进行通话交流 , 来了

解病人身体康复的状况 , 并对病人进行必要的居家

护理指导 ,对病人早期康复提供一定的支持。智能手

机的广泛应用使电话随访服务不再受到时间限制与

【摘　要】在应用延续性护理模式与“互联网＋”技术结合下有效提高了乳腺癌术后病人的遵医行为
等自我管理能力，加速乳腺癌病人康复的进程，并推动延续性护理多学科发展。本文将就“互联网 +”延
续性护理在乳腺癌术后病人中的运用情况展开综述，以期为今后医护人员在乳腺癌术后延续性护理实践中
运用互联网通讯技术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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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局限性，除通过通话之外 ,医护人员也可以给

病人发送短信来帮助他们学习乳腺癌的相关知识。

罗咏梅 [2] 等研究在基于电话随访的延续性护

理下，干预人员能耐心引导病人表露内在感受，适

时予以引导 ,有助于病人调整自身的负性心态，对

治疗的信任程度逐渐上升。可以助于缓解 TIVAP 乳

腺癌化疗病人的负性情绪，提升病人心理弹性，并

有助于病人进行自我管理，一定程度上减少 TIVAP

并发症发生率。葛永勤 [3] 等对乳腺癌术后淋巴水

肿病人采取了出院后电话延续性护理的措施，为患

者提供专业的医疗咨询、功能训练帮助以及恢复帮

助，研究结果表明，出院以后采取电话跟踪随访可

以很好的帮助病人恢复肩部功能，从而极大地提高

治疗有效性，提升病人的生活水平。国外的专家对

23 例乳腺癌幸存者，进行了关于生存护理计项目

（survivorshipcareplanningpro-grams,SCPPs）的

电话指导结果表明，病人出后的护理的确可以显著

改善患者的疲乏、心理压力困扰和心境状况。[4] 基

于电话与短信的“互联网＋”延续性护理是一种常

见且便捷的护理模式 ,且对病人的心理和生理以及

自我管理均可产生正面影响。

2.2 基于微信的延续性护理模式

微信是一款大众普遍使用的社交软件 ,人们常

常通过微信进行实时在线语音、图文以及视频的交

流 ,同时人们也常常利用微信来在线传送一些图片、

文件等 ,使病人受到协调性和连续性的照护。微信

还设有公众号以及其他功能等 ,可以把微信使用在

乳腺癌病人治疗期间院外的延续性护理 ,医护人员

可利用建立微信群组、公众号的推送功能向病人提

供乳腺癌相关知识等医疗服务咨询。也可根据病人

文化程度，介绍疾病有关知识，并基于内容的严谨

性以通俗易懂的方法增强传递内容的趣味性，以调

动病人的接纳积极性。此外，还可以通过微信公众

号直播介绍疾病相关知识，开播前可在微信群组提

醒病人。还可以在微信群组内进行在线讲解。除了

提升了护理服务水平 ,还拉进与病人之间的距离；

让病人能够相互交流自护经验 ,增强同伴支持，对

改善病人的负性情绪亦能发挥有效作用。

赵培 [5] 等探究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病人通过使

用手机微信 APP 进行了延续性护理的干预后，对功

能训练的依赖性增强，护理满意度增强，自我效能

感提升。冯文艳 [6] 等通过以微信为主的方法对乳腺

癌病人进行术后的自我护理的管理，他能够有效提

高病人的生活质量、自给自足能力以及病人的治疗

依从性，同时也有利于减少病人并发症发生率。谭

慧仪 [7] 等的研究对乳腺癌病人术后通过以微信程序

为基本的延续性护理模式，可以有效改善病人睡眠

质量、不良情绪和依从性。微信平台的应用能够协

助责任护士针对病人情况制订护理计划，同时使得

病人和家属能够通过微信理解和掌握护理措施的具

体落实，从而增强其知情权及依从性，为提高病人

睡眠质量提供了有利条件。

2.3 基于 APP 的延续性护理模式

为了解决广大病人对“互联网 +”延续性护理

个人管理的需要，许多医疗机构一直在开发属于自

己的移动医疗应用程序。使其具有信息化程度高、

速度快、成本低以及满足个人需求等优点。目前，

已经上线并投入使用的移动医疗 APP 有丁香园、春

雨医生、微医等。移动医疗的使用，不仅仅能够使

用移动医疗APP实时记录病人身体病情的状况改变,

还可以实现医护人员与病患三方的即时联系。医护

人员也能够根据病人病情的变化，利用 APP 为病人

提供具有针对性且有效的护理规划和治疗方案，并

可以在线问诊，与病人实时交流。病人也可以通过

移动医疗 APP 进行线上预约。医护人员通过病人的

预约情况合理地安排各个已完成预约的病人。姚

倩 [8] 等的研究依据“杏仁医生”“好医生”等互联

网诊疗平台解决患者在化疗期间提出的各种健康相

关问题；并定期通过微信公众号或手机彩信发送上

肢训练计划、化疗后饮食计划、化疗副作用监控计

划；与此同时依据个人的需求推送术后持续用药的

信息，并告诉病人用实际用药剂量、频率等；同时

通过快手、抖音短视频等方式不定期录制术后上肢

活动训练、上肢淋巴按摩的方法给病人观看。据研

究表明，该方法能有效保证与入组病人的紧密联系

以及交流的状况下，在护理知识宣传方面起到极好

的推广效果。移动医疗APP自身带有各种使用功能,

除了具有短信随访收集与微信健康指引的一些功能

以外 ,还可以综合分析患者在给定时间段内最重要

的临床指标数据。一些移动医疗应用的功能包括健

康知识的推送，使病人在日常生活中实时了解自己

的身体状况和疾病知识 ,促进病人身心健康。

3.“互联网 +”延续性护理在乳腺癌病人治
疗期间的应用

目前“互联网＋”延续性护理主要使用的分别

是微信平台、移动医疗 APP 和手机短信。针对某种

疾病的移动 APP 对疾病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科学性，

但由于移动医疗 APP 受用疾病类别群体有限，没有

办法充分发挥移动医疗 APP 的功能，且目前的移动

医疗 APP 的成熟程度依然较低 ,尤其是可以有效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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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乳腺癌病人的移动医疗 APP 还相对稀缺，功能

不全面，推广不广泛。与针对乳腺癌的移动医疗

APP 相比 ,微信平台的覆盖范围更大 ,不仅限于疾

病的延续性护理领域 ,而且也可以用于日常生活的

交流、娱乐等社交需求 ,即使年纪较大的患者也能

轻松掌握微信平台的日常使用 ,将微信应用于乳腺

癌患者的延续性护理 ,应该会拥有更大的好处。而

与前两种方式相比 ,电话与发短信的方式似乎出现

的时间太早 ,操作难度极低，长期以来被普遍应用 ,

但因为人口数量多、电话短信随访信息传输的有效

信息量有限、因此需要极大的人力物力的消耗 ,再

加上医护人员工作量很大，医疗资源不够等因素的

影响 ,导致电话短信随访的效果并不理想。乳腺癌

病人术后通常伴随各种并发症，乳腺癌的病人身心

都长期受到巨大冲击 ,因此病人出院后仍有较高的

疾病服务需求。目前可以通过在当下条件建立较为

科学的基于微信的延续性护理模型 ,来实现每个乳

腺癌病人居家高质量的延续性护理。

通过积极开展“互联网＋”延续性护理可以改

善乳腺癌病人负性情绪 ,减少并发症 ,增强病人身

心健康，[9] 病人由于手术和放化疗一直以来是疲劳

的状态，从而导致身体素质低下。网络通信可以为

病人带来丰富的的信息资源，为病人带来疾病的相

关知识，合理进行康复锻炼，恢复正常生活。通过

网络还能使乳腺癌病人对自身症状加以管理，保证

生活质量。“互联网＋”延续性护理还还有助于促进

护患交往，通过网络通信在护患双方建立一种良性

的信息交流，使护理人员与患者之间的关系愈发紧

密。另外增加对乳腺癌患者的社会支持，促进病人

交流。由于乳腺癌手术及治疗的特殊性，很多乳腺

癌患者在生活上非常容易有被孤立的感觉。但病人

彼此之间因为具有相似的患病经历，能让他们之间

乐于相互倾诉，成为彼此的支持。病人之间利用互

联网定期沟通，以增进情感交流，并增加抗癌信心。

4. 小结
目前，将“互联网＋”延续性护理运用于乳腺

癌术后病人已发展成为一种新趋势，而当前将互联

网渗透乳腺癌病人的延续性护理服务在我国仍然处

在探索的阶段，虽具有诸多优势，但也面临的问题

较多。所以，将“互联网＋”合理高效地运用到术

后病人的延续性护理中，仍需要进一步探讨创新应

用模式。“互联网＋”延续性护理规定病人必须拥有

相应的网络通信设备，如智能手机等，并对其相关

软件有一定的操作能力。此外网络通信干预内容非

常的有限，没有办法完成病人的个性化护理，“互联

网＋”延续性护理干预方案主要是面对多数病人中

普遍存在的问题，但每位病人所出现的问题存在一

定差别。网络安全问题也是多数病人忧虑的主要问

题，将病人的个人信息发布在网络中极易导致信息

泄露，因此以更完善的的技术干预是必要保障。

因此，研究者们需深入研究面向术后病人各种

健康需求的网络信息化平台，并设计出可以适用于

不同年龄群体健康需求的操作方法和应用界面；同时

要做好技术协调工作，关注延续性护理的多学科融

合；对网络平台进行规范，进一步完善网络安全规范，

在能够实现信息共享功能的同时，也要注意病人的

隐私保护 ; 将高质量的护理服务提供给病人，从而

改善病人的生活水平，使病人身心健康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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