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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平台随访在日间化疗患者延续性护理中的应用 

奚 琴，张丽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广东广州 

【摘要】目的 探讨门诊化疗患者应用互联网平台随访为基础的延续性护理效果。方法 选取 2023 年 5 月至

2023 年 12 月门诊化疗患者 66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互联网平台护理）和对照组（常规护理）各 33 例，对比效

果。结果 观察组的社会职能、精神状态、躯体功能及物质生活等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护理指

导、生活安排、心理疏导、用药治疗等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日间功能、睡眠障碍、睡眠时间、入

睡时间、睡眠效率等均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 互联网平台随访下的延续性护理可有效改善门诊化疗患者

的睡眠质量，提升生活质量，随访接受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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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Internet platform follow-up in continuous care of patients with daytime chemo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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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daytime chemotherapy patients' follow-up through Internet platform. 
Methods 66 patients with daytime chemotherapy from April 2023 to December 2023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33 patients of observation group (Internet platform care) and control group (usual care). Results The quality of life, 
follow-up acceptance and sleep quality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The continuation of care under the follow-up of the Internet platform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sleep quality of the daytime 
chemotherapy patients, and have a high acceptance of follow-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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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有两种日间化疗模式，分别为单日住院

化疗模式和门诊化疗模式，我院现采取的是门诊日间

化疗（Outpatient daytime chemotherapy）模式，是指患

者全部的诊疗手续都可当天在门诊完成，且可医保直

接缴费报销或回当地报销，不仅简化了患者的治疗流

程，也节省住院费用[1]。全部的医护人员对于快速结束

治疗后存在的医疗护理、并发症问题都需要思考如何

解决。本院的日间化疗通过微信进行延续护理服务，通

过互联网对患者进行在线的健康指导，结合其特点为

其实施针对性的护理服务[2]。所以，本研究分析门诊化

疗患者采取互联网平台随访式的延续性护理效果，如

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23 年 5 月至 2023 年 12 月，66 例门诊化疗患

者，随机分为观察组 33 例，男 18 例（54.55%），女

15 例（45.45%），平均年龄（45.62±3.32）岁；对照

组 33 例，男 17 例（51.52%），女 16 例（48.48%），

平均年龄（46.47±4.66）岁，两组资料对比（P>0.05）。 
1.2 方法 
对照组：常规护理。观察组：互联网平台随访的延

续性护理，包括：1）建档，介绍护理。结束治疗前，

工作人员将微信号告知患者、家属，并说明该次延续护

理中用到的 APP 及微信群的操作、登录方法，并指导

其进入群聊，登录 APP 系统，在系统中填写个人档案，

包括姓名、医保号等信息。2）培训，制定管理方案。

护理前，将需要随访人员的培训工作落实，如工作注意、

疾病知识等，确保护理人员处理细节能力、工作态度不

偏不倚。延续护理计划分为 APP 记录、微信指导与电

话随访三部分内容，护理人员要结合患者日常作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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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时间与病情康复程度、护理知识盲区来制定患者管

理计划，并定期对患者护理满意度进行调查，及时调整

护理内容安排，提高患者随访工作的接受程度与参与

深度。3）确保内容的规范性，落实服务。微信护理：

护理人员需要解答患者问题，落实宣教，提前告诉患者

讲座视频等，提供实施健康宣教工作的基础。在化疗结

束后，由专科医生与护理人员对患者情况进行线上分

析，包括一些体征的变化、测试评估数据等，接下来通

过 APP 对患者进行结果反馈，结合数据客观说明其现

阶段的康复情况，并给岀护理内容调整建议。在微信护

理方面，群管理人员首先要负责患者问题解答工作，在

患者提岀问题后于 30 min 内给予解答，第二要做 APP
教育内容的宣传工作，向患者预告一些讲座视频、文章

发布时间及讲座人、讲座目的介绍等，为健康宣教工作

的展开提供良好环境。 
1.3 观察指标 
生活质量（Short Form SF-36，躯体功能、社会职

能等，分数越高代表生活质量越好）[3]、随访耐受程度

（生活安排、心理疏导等）、睡眠质量（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睡眠效率、睡眠障碍等，分数越

高代表睡眠质量越差）[4]。 
1.4 统计学处理  
SPSS18.0 分析数据，计数（%）表示，χ2 检验，计

量（ x s± ）表示，t 检验，P＜0.05 统计学成立。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干预后，组间比较（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对比[（ x s± ），分] 

指标 时间 观察组（n=33） 对照组（n=33） t P 

社会职能 干预前 50.22±2.69 51.13±2.58 0.3251 >0.05 

 干预后 62.12±3.08 56.56±3.77 5.2242 <0.05 

精神状态 干预前 48.47±2.55 49.38±2.67 0.3253 >0.05 

 干预后 63.21±3.23 54.18±3.52 4.5024 <0.05 

躯体功能 干预前 50.33±1.36 49.57±2.00 0.3265 >0.05 

 干预后 58.06±3.18 53.05±3.17 5.2016 <0.05 

物质生活 干预前 36.25±2.44 25.14±2.33 0.4157 >0.05 

 干预后 49.67±3.16 47.00±3.52 5.4418 <0.05 

 
2.2 两组患者随访接受程度比较 
观察组：护理指导评分（81.82±0.33）分、生活安

排评分（93.94±1.05）分、心理疏导评分（90.90±0.25）
分、用药治疗评分（96.96±0.24）分；对照组：（51.44
±0.05）分、（68.56±1.11）分、（57.13±1.22）分、

（65.75±1.33）分，组间比较（t=5.1212、6.1313、5.1414、
4.1515、6.1616，P<0.05）。 

2.3 两组患者睡眠评分比较 
干预前，观察组：日间功能评分（3.25±0.11）分、

睡眠障碍评分（2.39±0.54）分、睡眠时间评分（2.98
±0.15）分、入睡时间评分（3.52±0.22）分、睡眠效

率评分评分（2.05±0.10）分；对照组：（3.29±0.20）
分、（2.42±0.36）分、（3.00±0.29）分、（3.61±0.11）
分、（2.14±0.21）分，组间比较（t=5.1472、6.2536、
5.6024、4.8541、6.0412，P>0.05）。 

干预后：观察组：（1.60±0.22）分、（1.04±0.13）

分、（1.70±0.13）分、（1.65±0.17）分、（1.21±0.30）
分。对照组：（2.15±0.25）分、（1.44±0.14）分、（2.01
±0.21）分、（2.20±0.24）分、（1.89±0.16）分。组

间对比（t=5.2020、6.3411、5.7112、4.5132、6.3253，
P<0.05）。 

3 讨论 
门诊化疗减少患者的治疗时间，促使其离院后存

在更加强烈的不安全感，导致其健康被照护的需求始

终处于较高水平，结束治疗后出院并不是结束医疗护

理的界限[5]。利用微信、电话，护理团队对患者问题随

时解答而使其生理、心理方面的创伤得到减轻，加快患

者康复。由此说明，对患者采取健康指导，可使院外患

者同样感受到医院关怀，而且也可以确保其治疗安全

性。 
在曹菊芳[6]研究中，为深入研究日间化疗采取互联

网平台随访的应用价值，该研究选取 68 例患者作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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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对象，34 例患者在进行互联网平台随访后对其生活

质量各项指标进行评分，其中社会职能均值为 63.32 分、

精神状态均值为 58.17 分、躯体功能均值为 58.17 分、

生活均值为 49.78 分，显著高于常规护理模式（均值分

别为 56.67 分、54.09 分、53.16 分、4711 分），可见互

联网平台随访可以提升日间化疗患者的生活质量。本

研究结果中，干预实施后，观察组的社会职能得分为

（62.12±3.08）分、精神状态得分为（63.21±3.23）分、

躯体功能得分为（58.06±3.18）分、物质生活得分为

（49.67±3.16）分，对照组的社会职能得分为（56.56
±3.77）分、精神状态得分为（54.18±3.52）分、躯体

功能得分为（53.05±3.17）分、物质生活得分为（47.00
±3.52）分，组间比较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与

上述曹菊芳[6]研究结果接近，进一步提示日间化疗患者

在实施互联网平台随访后存在更加理想的生活质量，

在加快疾病康复中存在促进作用。另外，本研究的其他

结果中，观察组随访接受程度、睡眠评分均优于对照组。

说明该种护理模式效果良好。1）通过网络资源将时间、

空间对于护理实施的限制，方便患者存在问题是以最

便捷、最快速的方式得到医护人员的帮忙，促使其恐慌

感、焦虑感显著降低，进而对日间化疗的方式尽早适应，

从而使其疼痛情况、睡眠情绪显著改善[7]。 2）经微信

方便患者对本身康复情况全面了解，对其实施护理干

预，促使患者更加对护理的认可，从而将其自护能力、

护理积极性和配合度显著提升，久而久之，协助患者形

成健康的康复行为，使护理内容融入到日常生活中，不

断使其自身的康复能力提升[8]。3）通过微信辅助延续

护理的事实，促使护理人员和患者间存在更深入的了

解，方便形成较好医患关系。虽然传统的电话随访也包

括护理人员和患者沟通的方面，但是因为时间的影响，

主要是护理人员在交流期间对患者询问，随时患者答

复，患者处于被动状态，使互动频率、效果等受到影响
[9]。经过微信的在线提问，患者不但自由而且时间更多，

增加考虑居家护理中问题的时间。长此以往，其同样会

转化护理观念，从被动至主动，进而正确的对护理计划、

本身疾病认识，减少发生不良事件几率[10]。 
经过系统分析与实证研究，我院门诊日间化疗患

者在接受基于网络平台的延续性护理后，其随访接受

度、生活质量及睡眠质量均得到显著改善。这一结果表

明，网络平台的运用在提升患者医疗体验与康复效果

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具体而言，网络平台的便捷性与

实时性有效提高了患者的随访参与率，使其能够更加

积极地配合治疗与康复计划。同时，基于网络平台的数

据收集与分析功能，医护人员得以更加精准地掌握患

者的生活状况与健康需求，从而为其提供更加个性化

的护理指导与健康教育。未来，我院将继续优化网络平

台功能与服务流程，以更加严谨、稳重、理性的态度为

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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