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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远程护理在国内外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自我管理中的应用进行了综述，阐述了远程护理的相关

概念、应用形式、效果及不足，回顾了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自我管理的评估量表，旨在为医护人员管

理院外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提供技术依据，进一步完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的综合自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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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use of telecare in the self-management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
nary disease at home and abroad is reviewed. The concepts, forms of application, effects and short-
comings related to telecare are described. Assessment scales for self-management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are reviewed. The aim is to provide a technical basis for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to manage out-of-hospital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
ease and further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self-management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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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是呼吸系统较常见的以气道炎症性受损为病变的疾病[1]。现有的证据表明

[2]：COPD 等慢性呼吸道疾病逐渐成为全球非传染性疾病负担的重要因素，虽然这些负担大多可以通过

干预措施加以控制预防或治疗，但与其他非传染性疾病相比受到的重视度较低。预计在未来的 40 年中，

COPD 发病率还会呈现上升趋势，到 2060 年死于 COPD 及相关疾病的人数可能会突破 540 万[3]。而我

国在 2019 年时，COPD 患者人数已达到 4516.50 万，是印度患病人数的 1.19 倍，已位居金砖国家首位[4]。
此外，据一项国内学者对 238 例 COPD 患者的研究调查显示[5]：患者的健康素养平均得分为(6.04 ± 2.654)
分，得分率仅为 46.5%。由此可见，对 COPD 患者进行自我管理的健康干预已刻不容缓。近年来，随着

通讯技术的不断发展，推动了远程医疗的发展，同时远程护理也伴随其运应而生。远程护理在基于远程

通讯的基础上，为患者提供护理服务，对改善 COPD 患者的症状效果较好，并且患者对远程照护也是保

持积极的态度[6]。鉴于此，本文综述远程护理在 COPD 患者自我管理中的应用，以期为 COPD 患者提供

一种有效的自我管理模式。 

2. 相关概念 

2.1. 远程护理 

国际护士会(ICN)将远程护理的定义为：在护理中使用电信技术来加强病人的护理，它涉及了使用电

磁通道(如电线、无线电和光学)来传输语音、数据和视频通信信号，基于患者与护士之间的互动，为远离

医疗机构的患者提供护理[7]。在国外远程护理很常见，尤其是在欧、美国家是非常发达的，并被用于各

种类型的医疗保健[8]。如在肺癌患者的护理中[9]，有网站、电话、生活直播等远程护理模式，为患者提

供包括：生命体征、症状、化疗药物毒性的监测，支持的护理，教育和术后的康复。虽然国内远程护理

发展起步的速度较国外要相对滞缓，但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于 2019 年发布了《关于开展“互联网 + 护
理服务”试点工作的通知》[10]，为远程护理服务模式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策基础。目前国内的远程护

理在肿瘤患者、老年慢性病患者[11] [12]中得到了较大的推广与运用，但是在 COPD 患者居家护理领域

中的研究及关注点却甚少[13]。 

2.2. 自我管理 

自我管理是指：患者个人和家属与临床医师进行合作，从而实现对慢性疾病的积极管理[14]。当前

COPD 尚无有效治愈的手段，且常规的健康教育存在形式单一、疾病等知识宣传资料易丢失、患者依从

性及记忆力差等诸多缺点，因此，提高患者的自我管理行为，对控制疾病进展，以及减少急性加重发生

率具有重要意义[15]。而自我管理[16]，有助于患者获得和实践自己所需要的技能，以实施特定疾病的医

疗方案，指导健康行为的改变，并提供情感支持，使他们能够控制自己的疾病。COPD 患者的自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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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了[17]：心理疏导、药物管理、家庭氧疗、戒烟、急性加重的识别和治疗、营养指导等多方面的内容。

因此，针对 COPD 患者有效的自我管理与疾病健康教育，有望提高患者的健康素养，改善疾病的预后，

降低急性再发的风险。 

3. 慢阻肺患者自我管理的评估量表 

目前国内外针对 COPD 患者的自我管理进行编制的量表有：COPD 病人自我管理量表(CSMS)、慢性

阻塞性肺疾病自我护理量表(SC-COPDI)等[18] [19]。CSMS 量表[18]是由我国学者张彩虹于 2009 年进行

编制的，该量表共有 51 个条目，每个条目的设置为“没有、很少、有时、经常、总是”，分值范围是在

51~255 分之间，且总分越高，表明 CODP 患者的自我管理水平越好。SC-COPDI 量表是由意大利学者

Matarese 等[19]于 2020 年进行编制的，该量表在中域理论的基础上，测量了 COPD 患者的自我护理能力，

共有 32 个条目。由于文化差异性的存在，国内学者汤婷等[20]于 2021 年，进行了中文版的慢性阻塞性肺

疾病自我护理量表的编制，该量表在剔除了 4 个不满足统计学方法的条目后，最终确定了有 29 个条目。

虽然中文版 COPD 自我护理量表的总量表与各维度量表的克隆巴赫系数均大于 0.80，但由于其研究样本

量小、发表年限短等问题，在未来还需要进一步进行接受检验。 

4. 远程护理在 COPD 患者自我管理的应用形式 

4.1. 基于智能 App 模式的远程护理 

随着手机的更新迭代，使得 App 的相应功能也变得更加多元化和智能化。因此，将 COPD 患者自我

管理的干预方案融入到 App 中，可能会对患者的生活质量、情绪管理及治疗依从性等产生一定的影响。 
my COPD [21] [22] (my mHealth)是一款数字工具型 App，于 2020 年被英国国家健康和护理卓越研究

所选择为医疗技术指导，其目的是改善 COPD 患者预后并满足患者对临床医疗服务的需求。该 App 整合

了健康教育、自我管理、症状跟踪和肺部康复等内容，经下载后可在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上使用。North
等[23]对 41 名急性加重的 COPD 患者进行了随机对照实验，其中实验组采用 myCOPD 进行为期 90 天的

远程护理，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该研究发现使用 myCOPD 的患者病情加重次数、再入院率都明显降低，

且改善了患者错误的吸入用药方式。通过该 App 患者可每天记录自己的症状，并可以定期进行病情评估

试验，还可让临床医护人员访问评估结果和用药记录，从而进行远程护理的监测与管理。不仅可以增加

患者自我认知感，还可增加患者参与疾病自我管理的积极性。AlayaCare [24]是一种基于应用程序的远程

监测平台，具有安全、高质量的视频会议和远程生理监测的能力。患者可依据个体护理计划，通过电子

设备手动实时输入自己的临床生理数据给远程护士，当数据测量超出预期的患者特定参数时，远程护士

将与患者联系，提供必要的干预措施，并在需要时与当地社区医院进行跨学科团队沟通。通过此应用程

序与远程护士进行频繁的接触，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患者参与自我管理的效能。当前，在国外使用智能 App
对 COPD 患者进行远程护理干预的研究还有很多，但是由于不同的医疗体系以及人口学特点，其干预的

结果还是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扩大研究范围，以保证干预的可靠性。近年来，由于微信给生活带来了

极大便利，深受国内人群喜爱，因此一些国内医院也相继开始利用微信 App 为 COPD 患者提供延续性的

远程护理，包括：疾病健康教育、康复锻炼指导、中医康复措施等。郭月等[25]在基于微信平台的基础之

上对出院的 69 例 COPD 患者实施三主体双轨道交互式护理，即由医院专科护士、社区护士、患者三主体

所构成的医院延续性远程护理干预轨道和社区干预轨道，使 COPD 患者提高了对疾病相关知识的认识水

平，6 分钟步行距离等运动耐量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进一步增强了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降低了呼吸

困难程度，提高了生活质量。张丽娟等[26]从中医视角出发，教授 COPD 患者三位一体呼吸操训练，并

基于微信平台监督患者进行视频打卡，结合定期发布中医护理方案知识(包括：起居、饮食、运动、情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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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药、中医适宜技术等)，改善了患者的 FVC、FEV1、FEV1/FVC 比值等肺功能指标，对患者的自我管

理的依从性也起到了促进作用。微信具有功能强大、操作简单、可结合性强等优点，因此对我国 COPD
患者的自我管理有较大的潜在力量，可为未来的远程护理的运用和实施提供新的思路。 

4.2. 基于电话随访模式的远程护理 

对 COPD 患者进行电话随访干预，其可操作性强，不需要专业团队的指导。护士可通过电话干预了

解患者原有的生活习惯和方式，以便尽早发现病情变化，并督促患者及时就诊，从而减少延迟就医行为

而给患者及其家庭带来负担。 
Rocha 等[27]在 COPD 评估测试(CAT)、慢性疾病疲劳功能评估亚量表(FACIT-FS)和圣乔治呼吸问卷

(SGRQ)的基础之上，通过电话随访对 COPD 患者进行干预，并将其与面对面的访谈进行比较。研究发现，

电话管理是一种有效和可靠的方法，可替代面对面式的访谈，用于监测 COPD 患者的症状和提高健康相

关生活质量。在爱尔兰，Sheridan 等[28]针对 442 名 COPD 与哮喘患者，进行了一项由护士主导的电话自

我管理支持服务干预。发现参与此次研究的患者对用药知识有了更进一步理解，同时也提高了患者有效

管理疾病的信心及认识到接种疫苗的意识。吸烟是影响 COPD 患者发病的一个重要诱因。在美国，Mathew
等[29]学者对 5772 名的 COPD 患者进行了一项电话调查，发现虽然有 73.7%的患者对 COPD 疾病相关知

识感兴趣，但是仍然有患者无法做到自我管制，其中有 4649 名患者抽卷烟，84 名患者吸电子烟。这尤

其说明了对伴有长期吸烟史的 COPD 患者，护理人员应该重点加强患者吸烟的自我管控，以减少疾病的

诱发因素。国内学者林彩英等[30]对 99 例 COPD 患者进行了长达 12 个月的电话随访干预，内容包含康

复干预、心理干预、日常生活习惯干预。研究发现，患者复发性再入院情况、用药及家庭氧疗情况、心

理状态都有了明显的改善。金岚等[31]针对 COPD 患者，实施以护理人员为主导的远程电话随访护理，

再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评估测试量表对患者进行测评。结果表明，电话随访从一定程度上可以代替医护

人员面对面测评，并且也对患者自我管理起到了监督作用。但需要指出的是，电话随访可能会面临着患

者停用手机号等失访情况，如在韩静[32]的研究中就有 14 例患者，占总体的 18.4%，因更换号码、错号

或拒接电话等原因而导致患者失访。因此，在未来应该以电话随访为基础，再结合多种远程护理模式，

以保障 COPD 患者的自我管理。 

4.3. 基于互联网模式的远程护理 

基于互联网模式的远程护理，是当前“互联网+”护理模式中的重要趋势所在。可突破传统上以在院

护理模式为主的距离壁垒，为院外 COPD 患者的自我管理提供技术支持。 
在英国，由 Houchen-Wolloff 等[33]组成的 COPD 专科护理团队，在排除缺乏网络素养的急性加重期

的 COPD 患者后，纳入了 100 例患者，进行了一项基于 SPACE 网络自我管理计划的研究。计划包括：

创建和更新自己的短期目标，完成 COPD 知识测试，进行安全锻炼，以及阅读或观看具有特定主题的健

康相关类视频。结果只有 18%的患者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网络自我管理计划，这表明基于网络协助患

者进行自我管理，不仅需要考虑到患者对网络使用的熟练度，还需要考虑到当下患者疾病的状况。因此，

在对 CODP 患者实施以互联网为基础的远程护理时，需要考虑到患者使用网络的应对水平。荷兰学者

Talboom-Kamp 等，在基于 e-Vita、Zorgdraad 网络自我管理平台的基础上，结合有无护士协助的情况下，

采用平行队列设计的方法，将 COPD 患者分为三小组，进行研究比较[34]。结果表明，当有专业的护理

人员提供充足协助的时候，两种自我管理网络平台的使用率都较高。闫丽等[35]国内学者采用钉钉网络平

台，通过发布康复锻炼视频、与患者或家属在线交流、推送医学常识文章等护理干预方法，对 COPD 患

者进行长达 6 个月的干预。其结果显示，患者的肺功能指标、6 分钟步行距离都得到了有效改善。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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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有 6 名患者失访，其可能因素是研究对象的平均年龄都在 60 岁以上，而引起的低效性自我管理的缺

失。虽然互联网模式下的远程护理有很大的潜力来改善 COPD 患者的自我管理，但是一定程度上还是要

取决于患者的接受程度及疾病的缓急，且是否可运用于我国基层的患者还有待考证。 

5. 远程护理在 COPD 患者自我管理中的应用效果 

5.1. 促进肺康复，改善生活质量 

远程护理技术可通过线上形式，向 COPD 患者推送疾病相关知识、康复锻炼指导、吸入用药指导等，

能够提高患者的肺功能指标，从而改善生活质量。张鲁敏[36]等通过微信、院级公众号云问诊等线上的远

程护理方式，对 60 名出院后的 COPD 患者实施健康教练技术干预，旨在通过健康教练技术提高患者的自

我管理能力及肺功能。研究表明，在进行干预后的第 6 个月和 12 个月末时，患者的症状管理、情绪管理、

信息管理等都明显优于对照组，且在第 12 个月末时，患者的用力肺活量与第一秒末呼气容积之比高于对

照组。陈莉等[37]对自我管理能力低的 COPD 患者实施基于微信线上平台的远程护理，且每周进行 1 次

电话随访，以对比间歇运动训练、持续运动训练和常规护理干预对患者的影响。研究发现，间歇性运动

锻炼更受自我管理效能较低的慢阻肺患者的喜爱，并且随着锻炼周期的增多，可有效改善间歇性锻炼患

者的肺功能，生活质量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5.2. 缓解相关性疲劳 

疲劳是一种症状，表明生理或心理疾病，或是疾病治疗后不良的结果，在 COPD 患者中是常见的第

二大症状，会对患者情感以及社会认知等功能产生较大的负性影响，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38] [39]。但通

过远程护理，对患者施加适当的干预，是可以有效缓解疲劳的，从而提高自我管理能力。刘丹丹等[15]
通过手机微信公众号的居家管理平台对 COPD 患者施加干预，该平台涉及了医护和患者两个端口，每个

端口又包括了四个板块，患者可查看并学习推送的疾病相关知识，也可以在线咨询相关问题。研究表明，

在进行长达半年以上的干预后，患者的相关性疲劳得到了缓解，同时健康状况以及对疾病的相关认识也

有了较明显的提升，促进了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此外，周金艳等的研究也表明，COPD 患者通过微信

公众平台，接受监督以及进行健康日志填写[17]，可有效缓解患者的疲劳度，提高健康素养，强化自我管

理水平。因此，在未来可以考虑结合远程护理技术方面来降低 COPD 患者的疲劳度。 

5.3. 提高依从性，控制再入院率，减少医疗成本 

在英国，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被认为是较常见、治疗费昂贵且无法治愈的呼吸系统疾病，且贫困、偏

远及农村地区慢阻肺发病率是城市地区的两倍[22]。而在我国，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的患病率基数也较

大，尤其是在农村地区，患病人群更多，且治疗依从性差，经济负担也重[40]。因此，对于如何促进患者

进行有效的自我管理、提高康复依从性、减少急性再发来说，远程护理模式可能会成为新的解决措施之

一。国内学者曾一琼等[41]在结合电话随访和网络等基础上，对稳定期 COPD 患者进行了由护士主导的

四级联合肺康复干预，即从县、乡、村、家庭四方面进行联合干预。结果显示，患者对疾病重视程度、

康复训练依从性等都有了一定的提高，改善了患者呼吸困难程度，降低了再入院次数及医疗成本。 

6. 不足 

尽管远程护理在 COPD 患者的自我管理中取得了较好的干预效果，提升了护理服务的可延续性，帮

助患者进行疾病自我管理，但是还是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患者的年龄、隐私、接受度等问题。在陈海

燕等[6]对 256 例 COPD 患者进行的随机对照试验中，发现对给予远程护理指导的 53~87 岁的患者中，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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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少部分患者仍然对远程护理的经济性、实用性以及是否影响隐私等问题存在一定的担忧。此外，对

于资源匮乏地区的患者来说，如何获取和使用这些技术可能还存在困难。因此，一方面，要以患者的个

体化需求为导向，在保护患者个人信息的前提条件下，对实施远程护理的医护人员进行强化培训，才能

更好地开展远程护理服务；另一方面，要建立以多学科团队协作为基础，拓展远程护理内容，完善符合

当前趋势的 COPD 远程护理服务体系。 

7. 小结 

以智能 App、电话随访及互联网模式为基础的远程护理技术，突破了时间及空间上的限制，为 COPD
患者提供了方便快捷的护理服务，对患者的自我管理产生了积极的效应。国外学者在远程护理上开发了

诸多模式，对院外患者的自我管理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有效减少了患者再入院率，减轻了医疗资源

的浪费，提高了 COPD 患者的生活质量。而国内学者主要基于微信平台结合电话随访模式对患者进行远

程护理，比较符合当下我国的趋势。随着大数据、互联网、5G 时代等通讯技术的不断发展，远程护理将

在未来得到更广泛的推广和应用，成为管理 COPD 患者的重要措施之一。因此，在充分考虑到当前我国

背景下，进一步研究和探索远程护理在 COPD 患者自我管理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以及与传统护理模式

的结合和互补，是当前的研究热点和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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