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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互联网+”延续性护理在预防乳腺癌病人并发症中的应用现状，重点介绍其应用形式及效果，指

出未来在预防乳腺癌术后并发症的过程中，应重点注意高龄、文化程度低的患者，手机软件的开发应使

专业人员参与其中，解决软件潜在的安全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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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status of “Internet+” continuous nursing in the prevention of 
complications of breast cancer patients, focuses on its application form and effect, and points out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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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future process of preventing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of breast cancer,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patients with advanced age and low education level,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bile phone 
software should involve professionals to solve potential security problems of the 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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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乳腺癌是我国女性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 [1]，且近年来每年发病率呈 3%~4%递增 [2]，严重

威胁着我国女性的身心健康。随着医疗水平的进步和癌症早期筛查的普及，乳腺癌患者的生存率也得到

了显著提升：患者 5 年生存率可达 95%以上 [3]，10 年生存率达 83%以上 [4]，乳腺癌已进入了慢性病行

列 [5]。尽管患者生存率得到了提高，但乳腺癌的治疗方式大都采取手术结合放化疗，这会导致一系列并

发症：失眠、淋巴水肿、功能障碍、负性心理等 [6]。故患者在出院后仍需给予相应的支持性干预。随着

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已成为居民必不可少的通信工具，它可以及时有效地帮助人们实现网络沟

通，将互联网应用在患者出院后的延续性护理中，可以使医护人员掌握患者相关信息，及时解答患者提

出的问题并对其负性心理进行疏导，降低其来院就医次数，促进疾病恢复 [7]  [8]  [9]，提高患者的生活质

量。目前“互联网+”融合到乳腺癌术后患者延续性护理中具有多种形式，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

行汇总分析，阐述“互联网+”延续性护理在预防乳腺癌术后并发症应用的现状，为今后对乳腺癌病人预

防术后并发症提供相关理论依据。 

2. “互联网+”延续性护理的优势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普遍选择从手机、电脑、电视等电子产品上获取信息，2019 年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中明确提出我们应推动“互联网 + 精准健康科普” [10]  [11]。有研

究 [12]  [13]发现，乳腺癌患者在康复期关注重点转为随访、病情监护和自我护理等方面。而传统健康教育

模式多为护士在出院前对患者或其家属进行口头宣教、发放宣传册，出院后，尽管病人留有科室咨询号

码，但是医务人员不能同时对多人进行宣教，较费时，且纸张资料更新换代慢，患者不能及时接收到最

新疾病相关知识。而搭配移动医疗 APP 的电子产品能通过地理位置和运动传感器对用户的活动强度、范

围等行为生活方式进行动态监测 [14]，如苹果公司研发的 Apple Watch 就能实时监测用户心率、血氧并及

时的上传到云空间，对用户数据进行相应的储存分析提供给医院或医药公司，为用户和医疗机构之间及

时沟通提供了保障 [15]  [16]。 
互联网居家护理模式不仅充分运用了现代信息技术，更容易满足慢病患者需求，患者足不出户即可

享受在线问诊、线上买药、护士上门护理等，在护士上门护理过程中还能有针对性的对患者进行健康教

育，指导患者规范进行功能锻炼，为患者生活提供了极大便利。 

3. “互联网+”延续性护理对乳腺癌患者术后上肢功能锻炼的影响 

据相关研究显示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患者的手机上安装有关上肢功能锻炼的应用后，有助于提高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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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依从性，改善患肢功能 [17]。Marco Egbring  [18]等人通过手机应用程序对患者报告日常生活的影响进

行干预，发现在协作下使用移动应用程序与患者日常功能活动稳定性相关联。使用应用程序的患者会更

频繁地报告不良事件，被监督的患者能做出更为精简的记录。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通过与管床医生协

同使用移动应用程序，可以提高患者的健康意识和对化疗不良反应的认识。Kaina Zhou  [19]等通过基于微

信的多模式护理计划对乳腺癌术后患者早期康复期进行干预发现术后 6 个月对照组患者生活质量总分为

106.06 ± 17.85 低于干预组患者(117.31 ± 11.41)，故此类模式能有效改善乳腺癌术后患者的生活质量。因

此，基于“互联网+”的干预模式，有利于医务人员一对一的解决病人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为病人

提供个性化护理，从而提升病人依从性，积极配合治疗，改善术后关节活动度，最大限度的恢复其功能。 

4. “互联网+”延续性护理的应用形式 

4.1. 基于手机软件(APP)进行延续性护理 

某随机对照研究(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  [20]已经证明了通过互联网对慢性病自我管理的干

预是有效且可行的。该干预模式在乳腺癌中应用的也较为广泛，但在我国起步较晚。美国的一项 RCT  [21]
在患者使用 APP 进行自我检测和反馈的基础上，给实验组增加了叙事和游戏干预，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患

者在试验后健康状况都有所改善，但是叙事和游戏干预能否有效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随后，韩国 Su-JinSeo  [22]等人也为超重和肥胖乳腺癌患者开发了一款改变生活方式的 APP——“健康为

您”，为患者提供饮食和体育锻炼相关信息，帮助患者进行自我检测，如：记录体重、痛苦程度和每日

成就等。患者还可以在公告板上发布自己的问题得到专业医护人员的指导，根据专家和用户的评估，这

个 APP 适用于肥胖或超重的乳腺癌患者，但它的趣味性较低，故患者在使用时会感到无聊，所以未来应

考虑到增加 APP 的趣味性并进一步研究它的临床意义。Selina A Smith  [23]等人针对非裔美国乳腺癌患者

开发了一款 APP 并进行了相应的研究，结果与上述研究大致相同，但由于该研究的样本量小，不具有推

广性，值得一提的是，此款 APP 增加了社交媒体链接，互联网教育视频和失误标志，增加了软件的趣味

性，患者在使用时不会感到乏味。Marlyn Allicock  [24]等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此干预

对非裔乳腺癌幸存者的躯体活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国内谢朵朵 [25]等针对于乳腺癌

患者延续护理设计了一款 APP，分为 5 个板块：健康天地、你说我说、在线咨询、医护信息和我的记录，

为患者提供相关专业知识，促进患患交流。 
综上所述，通过手机APP对患者实施延续性护理有利于患者及时记录自己相关信息、汇报不适症状、

获取专业人士帮助，还能与其他病友一起交流应对疾病心得，缓解紧张抑郁等情绪。但 APP 趣味性较低

会使病人感到无聊，所以在开发 APP 时应适当增加 APP 的趣味性。 

4.2. 基于微信进行延续性护理 

通过微信群或微信公众号对术后患者进行延续性护理是我国常采取的方式 [26]，主要是为患者讲解乳

腺癌相关知识、预防术后并发症、提供并发症的处理、PICC 维护、心理指导 [27]  [28]  [29]等。沈洁 [30]
等人将研究对象分为两组均实行术后常规护理，出院后每月电话随访一次，但观察组在此基础上还进行

互联网延续性护理干预，研究结果显示此种干预模式能显著提高患者的依从性，提升术后肩关节运动能

力及其生活能力，改善病人的生活质量。许文静 [31]将“移动互联网技术”应用到个案管理中，并建立电

子随访系统。研究发现这种方式能有效促进医务工作者与患者间的沟通，通过互联网干预能帮助患者建

立良好的生活习惯，指导其进行有效的康复锻炼，并能有效降低其术后发生并发症的可能性，提高患者

生存质量。还有研究 [32]  [33]  [34]结果表明通过医护交流平台、微信平台或以互联网为基础对术后患者进

行延续性护理，有助于提高患者术后生活质量。截止至 2022 年 6 月微信用户月活跃用户 12.99 亿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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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微信平台定期向患者推送上肢锻炼视频，指导患者预防术后淋巴水肿，降低水肿发生率，也便于向

患者提供心理疏导等服务，从而提高患者的依从性，改善术后生活质量。 

5. “互联网+”在预防乳腺癌术后患者的疗效 

5.1. 降低术后淋巴水肿发生率 

腋窝淋巴结清扫术(Axillary lymph node dissection, ALND)是乳腺癌重要治疗手术方式之一，该术式会

导致淋巴管受损随后阻碍淋巴液回流，致使大量高蛋白液体积蓄在软组织而发生乳腺癌相关淋巴水肿 [36] 
(breast cancer-related lymphedema, BCRL)。通过“互联网+”模式对患者提供延续性护理，为患者提供行

为指导和心理教育，及时解答患者的疑问。其信息传送快捷，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 [37]  [38]。研究 [39]
结果表明“互联网+”信息化健康管理系统在预防术后患肢淋巴水肿方面具有良好效果，有利于提高患者

对预防淋巴水肿知识的知晓率、落实率，减少了术后淋巴水肿发生率，具有推广价值 [40]。但目前我国开

设淋巴水肿专科门诊的医院较少，缺乏该领域的专科护士，在对病人进行延续性护理时相较于专科护士

稍欠缺 [41]，在日后应注意加强专科护士的培训。 

5.2. 降低术后功能障碍发生率 

目前，针对乳腺癌多选用乳腺癌改良根治术，虽然该术式能保留胸肌，但是由于术中切除了乳房会

限制患者的肩关节活动，引起肩关节僵硬等症状 [42]。此外，ALND、皮下积液、皮瓣坏死也会加重肩关

节活动障碍，影响患者上肢功能的恢复 [43]  [44]  [45]。针对这一问题，侯惠芬 [46]通过微信小程序打卡对

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患者进行干预，研究发现通过微信程序打卡，有利于提高患者肢体功能锻炼的依从

性，从而患者肢体恢复程度，提高其生活质量。 

5.3. 减轻患者的心理压力 

乳腺癌患者大多为女性，乳房是女性的第二性征，保乳术仅适用于病理诊断为 I、II 期的乳腺癌患

者 [47]，乳房被切除的女性患者可能会发生自我形象紊乱、害怕社交，产生抑郁等负性心理问题，再者为

了治疗，患者不得不放弃工作，进一步加重了家庭负担，会使病人觉得自己是家人的累赘，进一步加重

抑郁，影响治疗效果。“互联网+”的延续性护理能基于病人有效的心理支持，缓解病人焦虑抑郁等心理

问题，有研究 [48]  [49]结果表明，通过网络支持干预能有效降低患者抑郁水平，提高患者对疾病的认知水

平和自我形象水平。 

6. 不足与展望 

目前，我国通过互联网对患者进行延续性护理干预起步较晚，仍处于探索阶段，虽有诸多益处，但

是在该模式下对患者进行护理，要求患者能熟练操作电子智能设备、还要求会使用相关软件。对于文化

程度较高、年轻患者较为便利，但是对于文化程度较低、高龄的患者操作起来比较困难，而这类患者并

发症的发病率却相对较高，需要医务人员特别注意。其次，此类护理模式有些局限，多针对某一特定护

理问题进行干预，未对病人进行全面干预，除此以外，我们还需注重对患者进行个体化护理，例如：高

龄、文化程度较高的患者和高龄、文化程度较低的患者间的护理就有差异。最后，相关应用程序的开发

人员缺少专业团队，有研究 [50]显示仅有 12.8% APP 的开发人员有医务人员的参与，并在 29 个(15.7%)
应用程序中发现了潜在的安全问题。 

今后在预防乳腺癌术后并发症进行“互联网+”延续性护理时，需注意高龄、文化程度较低的患者护

理，对患者也应提供社会、家庭支持，有助于提高病人治疗的积极性，降低抑郁等负面情绪。同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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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进行干预时还应做到个体化，有针对性的对病人进行护理，提高护理质量。尽管我们提倡患者自我

管理，但是在病人护理过程中也应有专业人士指导，以防发生意外，提高生活质量。此外，还应注重保

护患者隐私，防止信息泄露。 
综上所述，将“互联网+”延续性护理运用到乳腺癌术后患者，能有效降低患者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

但是其应用形式多种多样，我们应根据患者病情提供个性化护理，提高其生存质量。但是该模式还处于

探索阶段，仍存在一些问题，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应吸取前人经验，进一步提高干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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