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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综述信息化技术在肺结核患者防治领域中大数据管理漏报漏登情况、移动督导肺结核患者服药治疗效果、

数字化医疗全程监管肺结核疾病防治的应用进展，总结应用过程中存在的阻碍因素，旨在为我国肺结核

患者的信息化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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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application progres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tuberculosis 
patient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big data management, the effect of mobile supervision of 
pulmonary tuberculosis patients taking medication, the application progress of digital medical 
supervision of pulmonary tuberculosis diseas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and summarizes the 
obstacles in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of pulmonary tuberculosis patien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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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结核病是因结核分枝杆菌(mycobacterlum tuberculosis, MTB)感染所引起的一种慢性传染性疾病，由于

在多数结核病患者中以肺部感染结核分枝杆菌较为常见，即多称为肺结核(pulmonary tuberculosis, TB) [1] 
[2]。据统计[2]，全球结核潜伏感染人群接近 20 亿，我国作为结核病高负担之一的国家[3]，尽管近年来

我国结核病发病率由 170/10 万下降至 59/10 万[4]，但作为我国发病、死亡人数最多的重大传染病之一，

且根据目前肺结核的高复发率[5]、服药依从性差[6]导致耐药肺结核发生率增加等情况，提示我国肺结核

的预防与控制均面临重大挑战。《全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中[7]提出“‘十三五’时期，

未来将以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信息化技术为主要推进动力，推动护理服务模式和管

理模式发生深刻转变。近年来，信息化技术广泛应用于护理领域，且初见成效。护理信息化是利用现代

网络技术、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等将护理工作进行信息化处理和应用，具备精准、高效、及时等特征，

能解放护理人力资源，推动临床护理和护理学科的现代化建设与发展[8]，目前信息化技术已广泛运用于

临床患者信息管理、社区疾病宣讲及家庭疾病宣传科普等[9] [10] [11] [12]方面，在医学领域已占据重要

地位。信息化技术的应用能有效提高肺结核患者疾病管理水平[13]。本文对信息化技术在 TB 患者中的应

用形式、效果以及局限性等方面进行综述，旨在为 TB 患者疾病管理及预防提供参考。 

2. 信息化技术在 TB 患者中的应用现状 

1) 实时大数据监测网络大数据技术能帮助研究人员充分调取肺结核患者病历资料及抗痨档案，了解

肺结核患者治疗现状及疾病转归情况。我国各地已有多家医疗机构运用大数据并结合实地考察，能准确

掌握各地区肺结核患者治疗概况，例如湖北枝江市建立的肺结核患者漏报管理平台[14]能准确反映该地区

肺结核患者登记人数并做到肺结核患者信息的及时上报，防止漏报信息的情况发生；解放军医院开发的

传染病监测预警系统[15]能实时监控与预警筛选疑似病例，督导医师逐一判断是否为活动性肺结核患者，

从而提高活动性肺结核传染病上报的敏感性、时效性及准确性；大坪医院设计的肺结核实时监管系统能

实时监管医院门急诊肺结核病例，并完成智能性的上报和转诊，降低肺结核病例的漏报、漏交及漏转诊

情况，提高肺结核的上报率和转诊率，实现上报与转诊的一体化[16]。有研究显示[14]通过实时大数据监

测的信息化手段将漏报率从 6.96%降低至 0.36%，为肺结核患者的精确化管理提供一定帮助，但目前信息

化技术手段尚不能做到区域性统一管理，也无法实现肺结核患者病案信息的互联互通，仍存在“信息孤

岛”等情况，结核管理工作仍存在巨大困难，期望未来的大数据监测技术能打破“信息孤岛”，实现数

据全融合。此外，基于大数据监测，例如疾控部门对全国结核分枝杆菌潜伏人数的感染率进行估算，通

过多中心 γ-干扰素释放试验调查以及运用全国各县(区)肺结核报告发病数据，使用空间统计模型等手段，

能准确计算出结核分枝杆菌潜伏感染率，为适时加强我国结核潜伏感染的重点人群预防干预及防控策略

提供数据依据[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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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移动信息技术近年来，移动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肺结核患者治疗管理也趋于移动网络化管

理，主要包括手机短信督导(SMS)、移动电话督导、电子药盒技术服务督导(EMM)、视频督导服药(VOT)
和远程观察治疗(WOT)等。自 2013 年起，韩国开始推荐直接观察治疗，对不依从治疗的患者，通过 PPM
模式，将 252 家卫生院和约 120 家综合医院的组织合作，为提高结核病患者的治疗成功率做出巨大贡献，

并且对不依从性结核病患者的进行规范化管理使得治疗成功率从 2014年的 56.4%提高到 2015年的 50.0%
和 2016 年的 63.1% [18]，波罗的海周边的国家也通过移动信息技术，最大限度地扩大护理范围，在极大

程度上促进了结核病的防治工作[19]。国内梅金周、金德兵等学者研究结果均[20] [21]显示，通过运用移

动通信 DOTS 等技术手段能提供较为全面、主动和连续的肺结核病管理，并且在有效提升患者的规则服

药率、及时处置药物不良反应的同时，还能加强定期随访的管理工作，但不同方式的移动督导模式也存

在不小的管理差异，督导人员可通过综合衡量肺结核患者自身状况、当地卫生服务条件及就医意愿等方

面，选择可行、经济和高效的督导模式，达到切实提高结核病患者治疗效果的目的。 
3) “互联网+”模式美国在 2006 年之前就已将互联网技术运用于秘鲁结核病患者的登记和追踪管理

中，同时被菲律宾等其他 40 个发展中国家效仿与运用，建立了结核病控制电子网络，将结核病患者的信

息系统与控制管理组织相联系，保证各管理组织实时掌握动态，在结核病防控工作中取得巨大成功[22]。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技术衍生出许多适于管理患者疾病的手段。目前运用最为广泛的微

信 APP [23]对肺结核患者疾病管理有较为显著的效果，杜建等[24]通过 APP 数据和结核病防治机构、医

院信息系统(HIS)数据的对接，并通过“结核助手”手机 APP，建立“云 PACS”，实现不同医院间影像

资料的共享。张小其学者[25]更通过互联网技术+视频服药 APP，运用网络设备，包括手机和电脑为媒介，

让医务人员可以通过网络设备同步看到患者服药的整个过程，甚至可通过人脸识别或动作监测技术替代

医务人员监测患者服药的方式，该技术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并且解决交通不便、医务人员短缺等

问题，引领肺结核患者管理进入一个全新阶段。 
4) 数字化医疗 2015 年，WHO 与欧洲呼吸协会开展合作[26]，详细论述数字化医疗应实现服药卡自

动生成、患者服药提醒、健康教育、医患交流等功能，在患者疾病管理方面应发挥重要作用，但相关信

息管理平台构建尚未完成，且国外肺结核患者信息管理平台和模式并不适用于国内疾控管理形势。近年

来，卢水华[27]、马艳[28]、刘宇红[29]、房宏霞[30]等学者分别对我国结核病防控数字化的发展、网络监

测等方面进行了探讨，运用数字化医疗与结核病患者管理、疾病监测体系、远程诊疗和培训、人工智能

(AI)与结核病辅助诊断系统等整合，大幅降低了医疗和就医的成本、改变了医疗资源分布并提高了医疗

的整体水平。但各省市的结核数字系统并不共通，导致肺结核管理仍存在“信息孤岛效应”，为解决这

一难题，宁夏地区通过开发数字化结核医疗系统，将 19 家结核病定点医院 HIS 系统相连，率先实现电子

病历系统、实验室系统和医学图像存储与传输系统(PACS)的整合，这将有效提升防治能力，达到区域卫

生资源、信息资源和服务资源共享的目的[31]，但该平台尚处于试运行阶段，未广泛运用于临床，期待未

来能完成多数据整合，实现数字化医疗，为控制结核病进入一个新的里程碑而努力。 

3. 信息化技术在肺结核患者管理中的阻碍因素 

1) 医疗资源因素近年来，我国开始探索和完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为主体的“三位一体”新型结核病防治服务体系[32]，以达到遏止结核病的目的，但在实施过程

中仍存在不少有待解决的问题。诊疗与管理脱节，疾控部门、结核病定点医院、基层卫生院信息管理系

统不能互联互通，未形成区域性统一的平台管理，结核防控工作无法实现数据互补和共享[33]，且存在一

定比例的地区还在使用纸版、电子版传递肺结核患者信息资料，导致患者信息管理滞后[34]。 
2) 人力资源因素随着护理信息系统的发展，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相关医疗机构已形成一套完整的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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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信息系统，并着手培养护理信息师[35]，已初具规模。而我国直至 90 年代中期才陆续实现自主开发

的医嘱处理、住院部床位管理、计费管理和病区护理等工作内容的大型一体化信息化体系[36]，信息化手

段较国外发展缓慢，且主要运用于门急诊[37] [38]、慢病管理[39] [40] [41]、护理教育[42]等方面，由于

护理临床人力资源紧张，对护理人员并未进行系统的信息化培训，对护理信息化缺乏全面了解，未着重

培养护理信息师，期望未来能建立信息化专科培训体系，加速智能化建设，培养适用于临床的护理信息

师，并以护理信息化系统作为指导，实现肺结核患者疾病管理的循证护理实践。 
3) 服务对象因素有研究结果[43]显示，尽管通过信息化手段能瞬时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但患者

的文化程度、不同年龄段、经济水平的高低及地域的不同，均会导致管控效果有巨大差异，在互联网信

息维护方面[44]仍存在个人信息泄露、存在虚假信息等网络安全隐患，让使用者对信息化手段仍存在不小

疑虑，且互联网平台操作较为复杂，不适用于老年肺结核患者，期望未来信息化手段能做好网络安全的

维护，并通过切实可行的调研开发适用于各年龄层次的信息化技术。 

4. 小结 

我国护理信息化建设发展较国外起步晚，但信息化手段应用到护理工作中是大势所趋。尽管国内已

有大量研究者在慢病管理、护理管理、护理教育、急门诊系统等方面运用信息化手段进行干预并取得一

定成果，但在结核病信息化防治上仍研究较少。本文总结了应用大数据管理肺结核患者漏报漏登情况、

移动督导肺结核患者服药治疗效果以及数字化医疗全程监管肺结核疾病防治等研究进展，但仍存在医疗

信息管理滞后、缺乏管理肺结核疾病防治的护理信息师及信息网络安全等多方面的阻碍，期望未来能注

重基于证据的临床实践，加强肺结核疾病防治信息化建设资源的投入，针对使用人群完善信息化工具，

实现更具适用性的信息化工具，为肺结核疾病防治的信息化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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