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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健康技术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慢性病健康管理的应用———以糖尿病、高血压为例

周佳坤,张明哲,陈恩琳,莫丰菱,庄泽明,张莉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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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对数字健康技术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应用的相关研究进行范围综述.方法　检索

PubMed、Webofscience、Embase、中国知网、万方和维普等数据库中的相关研究,检索时限为建库至２０２５年２月.结果　共

纳入１９篇文献,数字健康技术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慢性病患者管理的主要形式包括社交媒体、健康管理软件、网络平台、智
能可穿戴设备;内容包括日常行为管理、健康监测、在线问诊等.数字健康技术可改善患者血糖、血压、糖化血红蛋白等指标,

提升患者满意度.结论　数字健康技术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慢性病健康管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未来应进一步拓展更符合

基层实际的数字健康技术形式及内容,推动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事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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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conductascopingreviewonthestudiesoftheimplementationofdigitalhealthtechnologyin
chronicdiseasemanagementinprimaryhealthcareinstitutions．Methods　AcomprehensivesearchwasconductedacrossdaＧ
tabasesincludingPubMed,WebofScience,Embase,CNKI,Wanfang,andVIP,withthesearchperiodfrominceptionto
February２０２５．Results　Atotalof１９studieswereincluded．Findingsrevealedthatdigitalhealthtechnologyusedinprimary
healthcareinstitutionsmainlycomprisedsocialmediaplatforms,healthmanagementsoftware,onlineplatforms,andsmart
wearabledevices．Keymanagementareasinvolveddailybehaviormanagement,healthmonitoring,andtelemedicineconsultaＧ
tion．Implementationofthesetechnologysignificantlyimprovednotjustclinicaloutcomes,includingbloodglucose,blood
pressure,andglycatedhemoglobinlevels,butpatientsatisfactionaswell．Conclusions　DigitalhealthtechnologiesdemonＧ
stratesignificantpotentialforimprovingchronicdiseasemanagementinprimaryhealthcareinstitutions．Futureresearchand
implementationshouldfocusonthevarietyofmodalitiesandfunctionalityofthesetechnologiestoalignwiththeneedsof
primarycareinunderservedareas,inordertofostersustainableimprovementsinChina’sprimaryhealthcaredeli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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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病是指病程较长、发展缓慢、病因复杂且迁延

不愈的疾病,主要包括心脑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系

统疾病和糖尿病等[１].慢性病防控是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的主要职责之一,重点管理的慢性病包括高血压、糖
尿病、结核病和严重精神障碍等.近年来,尽管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显著提升,但双向转诊不畅、医

务人员和资源短缺以及服务能力不足等问题仍然普遍

存在[２].相较于传统医疗模式,数字健康技术能够突破

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为基层慢性病健康管理提供新策

略.数字健康技术是指通过数字化手段远程获取、管理

和分析个人健康相关信息的综合性技术[３].随着人工

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数字健康技术的快速发展,其已被

应用于大型医院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的健康管

理中,并取得了一定成效[４].这些技术在优化基层医疗

资源配置、提升服务效率和质量方面具有重要的应用价

值.目前,尚无研究系统综述数字健康技术在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慢性病健康管理中的应用.本研究旨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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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慢性病健康管理中应用数字健康

技术的现状,以期为构建科学、高效的基层数字化健康

管理体系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明确研究问题　根据澳大利亚乔安娜布里格斯

研究所(JoannaBriggsInstitute,JBI)循证卫生保健中

心发布的“PCC”原则[５],本研究审查的对象(particiＧ
pants)为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概念(concept)为数字健

康技术应用于慢性病健康管理领域的研究;情境

(context)为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的研究.

１．２　文献纳排标准　纳入标准:(１)实施慢性病管理

的机构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２)研究对象为高血压及

糖尿病患者;(３)文献研究类型为原始研究,包括随机对

照试验(randomizedcontrolledtrial,RCT)、病例对照研

究、队列研究、类实验研究、质性研究等.排除标准:(１)
非中英文文献;(２)无法获取全文、会议论文;(３)研究方

案、政策性报告文件.

１．３　文献检索　计算机检索中国知网、万方、维普、中
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PubMed、Webofscience、EmＧ
base、CochraneLibrary等数据库.检索时限为建库至

２０２５年２月.英文检索词为:primaryhealthcareinstiＧ

tutions、chronicdisease、hypertension、diabetesmellitus、

digitalhealthtechnology、telemedicine、artificialintelliＧ
gence、internet、wearableelectronicdevices、applications、

virtual、socialmedia.中文检索策略以中国知网为例,
检索式为:SU＝(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AND(慢性病＋慢性非

传染性疾病＋慢病＋高血压＋糖尿病)AND(数字健

康技术＋人工智能＋可穿戴设备＋远程医疗＋互联网

＋电子健康记录＋App＋虚拟现实技术＋信息技术＋
大数据＋数智技术＋机器人技术).

１．４　资料提取　将检索结果导入 NoteExpress文

献管理软件进行去重.由２名研究人员根据纳排标

准独立阅读文献标题和摘要,完成文献初筛,再阅读

全文以确定最终纳入的文献.若有不同意见,则与

第３名研究人员讨论,直至达成一致意见.

２　结果

２．１　文献筛选结果　共检索文献１１３５１篇,通过去

重、阅读题目、摘要初筛后剩余１３１篇,阅读全文,排
除研究类型、研究对象、实施机构不符的文献,最终

纳入１９篇文献[６Ｇ２４].纳入文献基本特征见表１.

表１　纳入文献基本特征(n＝１９)

作者 国家 研究类型 所患慢性病
数字健康技术

应用形式

试验组

管理内容

对照组

管理内容

管理

周期
评价指标

林秀霞等[６] 中国 RCT 高血压、糖尿病 微信 ① ⑤ ４周 血压、生活质量、自护意识

袁东登等[７] 中国 RCT 糖尿病 微信 ①②③④ ⑤ ６个月 糖化血红蛋白、生活质量、满意度、总
胆固醇、三酰甘油、低密度脂蛋白

王玥等[８] 中国 类实验性研究 高血压 智能语音外呼平台 ③ － ６个月 血压

王淇等[９] 中国 描述性研究 糖尿病 “身边医生”App ①③ － １２个月 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满意度

王玮[１０] 中国 RCT 糖尿病 OTO健康管理平台＋微信 ①②③④ ⑤ ３个月 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焦虑、抑
郁、自我管理

吴长花等[１１] 中国 RCT 高血压 健康管理软件＋微信 ①③④ ⑤ ３个月 血压、服药依从性

黄志杰等[１２] 中国 类实验研究 高血压 健康管理平台＋智能远程血压计 ①③ － １８个月 血压

巩维佳等[１３] 中国 RCT 糖尿病 网络平台 ①③ ⑤ １２个月 空腹血糖、血压、糖化血红蛋白、总胆

固醇、三酰甘油、高密度脂蛋白、低密

度脂蛋白、７d健康饮食量

谭颖等[１４] 中国 RCT 糖尿病 微信＋可穿戴设备(智能运动手环) ①③ ⑤ １２个月 糖化血红蛋白、空腹血糖、血压、自我

管理

Tourkmani等[１５] 沙特阿拉伯 前瞻性队列研究 糖尿病 Whatsapp ①③ － ４个月 糖化血红蛋白

Zhai等[１６] 中国 RCT 糖尿病 YuTangYiHu软件 ①③④ ⑤ ６个月 糖化血红蛋白、自我效能

Koot等[１７] 新加坡 类实验研究 糖尿病 GlycoLeap软件 ①③④ － ６个月 糖化血红蛋白、满意度、体重

Li等[１８] 中国 RCT 高血压 微信 ①③④ ⑤ ６个月 血压、自我管理、自我效能

Modica等[１９] 美国 类实验研究 糖尿病共病 网络平台 ①③ － ６个月 糖化血红蛋白、血压、抑郁、满意度、
体重

Heisler等[２０] 美国 RCT 糖尿病 iDecide软件 ① ⑤ ３个月 自我效能、糖化血红蛋白

Yang等[２１] 韩国 RCT 糖尿病 Hicare软件 ①③ ⑤ ３个月 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血压

Pludwinski等[２２] 加拿大 质性研究 糖尿病 ConnectedWellness ①③ － ６个月 糖化血红蛋白

Platform 软件

Wei等[２３] 中国 类实验研究 糖尿病 网络平台 ③ － １２个月 糖化血红蛋白

刘婷等[２４] 中国 RCT 糖尿病 健康管理软件＋可穿戴设备 ①③④ ⑤ １２个月 空腹血糖、就医次数、足部护理水平、
生活质量

注:①日常行为管理;②社会支持;③健康监测;④在线问诊;⑤常规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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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数字健康技术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慢性病患

者健 康 管 理 的 主 要 形 式 　 主 要 形 式 有:社 交 媒

体[６Ｇ７,１０Ｇ１１,１４Ｇ１５,１８],健康管理软件[９,１１,１６Ｇ１７,２０Ｇ２２,２４],网络

平台[８,１０,１２Ｇ１３,１９,２３]和智能可穿戴设备[１２,１４,２４].

２．３　数字健康技术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慢性病患

者健康管理的主要内容　基于«国际功能、残疾和健

康分类»(internationalclassificationoffunctioning,disaＧ
bilityandhealth,ICF)[２５]对管理内容进行分类,主要内

容包括４个方面.(１)身 体 结 构 与 功 能:１７ 项 研

究[７Ｇ１９,２１Ｇ２４]为患者进行健康监测,通过智能设备自动上

传或手工录入相关健康信息.其中４项研究[８,１０Ｇ１１,２３]

为患者提供危险因素预警.(２)活动与参与:１７项研

究[６Ｇ７,９Ｇ２２,２４]为患者提供日常行为管理,通过视频、文字

等形式提供疾病相关知识、用药指导、饮食和运动等生

活方式指导,帮助患者自主管理疾病;(３)社会环境:

２项研究[７,１０]为患者提供社会支持,通过微信群聊获

得同伴的疾病资源及情感支持.(４)另有７项研

究[７,１０Ｇ１１,１６Ｇ１８,２４]为患者提供在线问诊服务.患者可以

向医务人员主动寻求专业医疗咨询、病情反馈等.

２．４　数字健康技术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慢性病患者

健康管理的应用效果　１９项研究[６Ｇ２４]报道了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使用数字健康技术可有效控制患者的部分生

理指标(血压、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改善焦虑抑

郁,提升生活质量;多数研究表明,数字健康技术可以

有效促进慢性病患者自我管理.有研究[８]显示,数字

健康技术可促进患者积极参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防病

策略.王淇等[９]使用健康管理软件后,参与规范化管

理的患者比例增加.大部分患者对数字健康技术表示

满意且愿意推荐给他人使用[７,９,１７,１９].部分患者表示

不愿意在健康管理投入过多费用[１７],也有部分患者认

为功能及管理内容等方面可以进一步优化[９].

３　讨论

３．１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慢性病管理以传统信息技术

为主,前沿数字技术应用不足　本研究发现,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在慢性病管理中应用的数字健康技术涵

盖社交媒体、健康管理软件、网络平台和智能可穿戴

设备等４种形式.社交媒体作为健康管理工具存在

隐私泄露的安全隐患,不宜在远程诊疗等医患沟通

时使用[２６];且作为健康信息传播载体时,由于信息传

播速度快、覆盖范围广等特点,要求医务人员具备更

高专业素养[２７],以保障传播内容的科学严谨性.本

综述未检索到将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前沿数字健

康技术应用于基层慢性病管理的研究.但这类技术

正在被广泛探索,如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模拟低血糖

等紧急情况的处理过程,提升患者自我管理能力[２８].
利用语言大模型等人工智能进行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筛查并生成个性化护理建议,优化护理决策[２９].

３．２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慢性病管理内容以个体功能

与行为干预为主,对物理和社会环境因素关注不足

　本研究发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使用数字健康技

术为慢性病患者提供的管理内容以身体结构与功能

(健康监测)、活动与参与(日常行为管理)为主.依

据ICF框架,物理环境、社会支持、服务与协助等环

境因素与个体的健康与功能相关.本研究纳入的１９
项研究均未对慢性病患者所处的物理环境进行评估

和干预;仅有２项研究[７,１０]为患者提供社会支持.因

此,后续研究应更多聚焦物理环境、社会支持、服务

与协助等环境因素的优化.

３．３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慢性病管理研究效应指标以

生理与心理指标为主,对经济效益评估不足　本研

究发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基于数字健康技术的

慢性病管理中,主要将患者的生理和心理指标作为

效果评价指标,较少关注经济效益.根据数字健康

实施报告指南和清单[３０],研究者可从技术使用、管
理、培训成本等方面探索数字健康技术的经济效益.
从患者角度出发,数字健康技术可直接减少交通费、
住院费等成本.有研究[３１]表明,糖尿病患者使用数

字健康技术,每年节约费用２８~１８７１美元.因此,
未来应加强对数字健康技术经济效益的评估,全面

衡量其在慢性病管理中的价值.

３．４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基层精准化护理提供新

路径　人工智能的发展为精准化、个性化护理开辟

新路径.通过分析患者服药时的手势、药箱储存空

间判断患者是否服药[３２],实现精准化护理.基于患

者面部表情识别患者情绪,基于住所环境图片评估

住所与患者活动能力适配情况,这些都为个性化护

理提供可能.结合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实际应用场

景,部分前沿数字技术由于系统复杂性和实施成本

较高,超出其承受范围[３３];基层医务人员和患者数字

素养偏低进一步限制了高成本和复 杂 技 术 的 普

及[３４].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升级,大语言模型

及其经过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诊疗护理知识训

练后的垂直大模型可为基层慢性病管理提供低门槛

技术解决方案,但尚待更多相关研究以验证有效性.

４　小结

本研究围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慢性病健康管

理中应用数字健康技术的形式、管理内容、效果等进

行综述.数字健康技术应用效果在部分研究中得到

证实,但其形式缺乏多样性,管理内容也存在个性化

和精准度不足等问题.未来应拓展技术形式,结合

不同慢性病患者需求提供精准、个性化管理,推动我

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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