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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了解当前互联网平台应用于脑卒中康复指导的现状,探讨存在的问题。方法 2020-
2022年于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脑卒中患者作为样本随机盲选,组内设计问卷,采用纸质问卷调查法,使

用问卷星与SPSS26.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结果 发放问卷300份,有效样本204例,会上网的130例。不同

年龄段、文化程度受访者互联网的使用情况存在显著差异(P<0.05)。目前主要获取医疗资源的网络途径有网

址或百度搜索(63.85%),微信、QQ等社交软件(33.85%),抖音、快手等视频平台(33.08%)。未来期望获取康

复资源的互联网途径有微信、QQ等社交平台(48.46%),视频平台(45.38%),专业的康复软件(33.08%)。期

望的康复信息形式有视频讲解(78.46%)、医生线上指导(62.31%)。受访者中,80.00%从未获得医生介绍的

互联网康复途径,82.31%愿意利用医师介绍的互联网康复资源,62.31%希望未来可以利用互联网康复资源。
结论 目前互联网平台应用于脑卒中康复指导仍有不足,与年龄、教育程度、互联网信息的真实性相关,未来需

注重互联网平台应用于脑卒中康复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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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net
 

platforms
 

for
 

stroke
 

rehabilitation
 

guidance
 

and
 

to
 

identify
 

current
 

problems.Methods Sample
 

of
 

stroke
 

patients
 

attendi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ainan
 

Medical
 

College
 

from
 

2020
 

to
 

2022
 

was
 

randomly
 

and
 

blindly
 

selected,a
 

questionnaire
 

was
 

designed
 

within
 

the
 

group,a
 

paper-based
 

questionnaire
 

was
 

used,and
 

data
 

analysis
 

was
 

per-
formed

 

using
 

Questionnaire
 

Star
 

with
 

SPSS26.0
 

software.Results A
 

total
 

of
 

300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
uted,with

 

a
 

valid
 

sample
 

of
 

204
 

cases
 

and
 

130
 

cases
 

who
 

could
 

access
 

the
 

internet.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between
 

the
 

use
 

of
 

the
 

Internet
 

and
 

age
 

and
 

education
 

level.The
 

main
 

online
 

channels
 

for
 

obtaining
 

medical
 

information
 

at
 

present
 

were
 

web
 

site
 

search(63.85%),social
 

platforms
 

such
 

as
 

WeChat
 

and
 

QQ(33.85%),video
 

platforms
 

such
 

as
 

Tik
 

Tok
 

and
 

Kuaishou(33.08%).The
 

desired
 

future
 

Internet
 

channels
 

for
 

obtaining
 

rehabilitation
 

resources
 

were
 

social
 

platforms
 

such
 

as
 

WeChat
 

and
 

QQ(48.46%),video
 

plat-
forms(45.38%),professional

 

rehabilitation
 

software(33.08%).The
 

desired
 

forms
 

of
 

rehabilitation
 

informa-
tion

 

were
 

videos(78.46%),online
 

guidance(62.31%).Among
 

the
 

respondents,80.00%
 

had
 

never
 

obtained
 

an
 

Internet
 

rehabilitation
 

platform
 

introduced
 

by
 

a
 

physician,82.31%
 

were
 

willing
 

to
 

use
 

Internet
 

rehabilitation
 

resources
 

introduced
 

by
 

a
 

physician,and
 

62.31%
 

hoped
 

to
 

use
 

Internet
 

rehabilitation
 

resources
 

in
 

the
 

future.
Conclusion There

 

are
 

still
 

shortcomings
 

in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net
 

platforms
 

for
 

stroke
 

rehabilitation
 

guidance,related
 

to
 

age,education
 

level
 

and
 

authenticity
 

of
 

Internet
 

information.There
 

is
 

a
 

need
 

to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platforms
 

for
 

stroke
 

rehabilitation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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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研究显示,脑卒中具有高发病率、高致死致残

率、高复发率的特点[1]。根据2019年全球疾病负担

研究(GBD)数据显示,我国脑卒中发病率为201/

10万,患 病 率 为1
 

700/10万,患 病 人 数 占 全 球 首

位[2]。据中国心血管疾病防治研究中心推算我国脑

卒中目前患病人数达1
 

300万[3],国内存在巨大的脑

卒中康复需求。由于医疗政策对住院时间的限制,大
部分患者在住院期间得不到全面的康复治疗。患者

出院后居家期间,还需要专业的居家康复指导才能更

好地康复[1]。目前互联网医疗的飞速发展,国内外的

“互联网+”远程康复体系已经相应地发展成熟[1-5]。

CHUMBLER等[5]通过试验说明多方面远程康复

(STeleR)干预能显著改善患者身体机能。互联网远

程康复指导,可有效促进患者的康复意识与康复效

果,有效帮助患者出院后的康复[6]。互联网平台与康

复结合,能给予出院后有康复需求的患者更优的指

导,使患者获得更好的康复[7],减轻医院压力,减少医

疗费用支出。本研究旨在为了解目前互联网平台应

用于脑卒中康复指导的现状、互联网平台的康复信息

有何不足、脑卒中患者及家属对未来互联网康复的意

见,如何完善未来互联网平台下脑卒中患者的远程康

复指导工作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有自理能力的脑卒中患者或无自理

能力的脑卒中患者的家属。采用纸质问卷调查法,发
放问卷300份,有效问卷204份,样本均来自2020-
2022年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康复科、神经内科和

神经外科,通过病历系统随机盲选抽样。样本包括患

者本人或家属。

1.1.1 纳入标准 (1)符合《中国脑血管病防治指

南》中脑卒中诊断标准,经头颅 CT 或磁共振成像

(MRI)证实为脑卒中;(2)受访者年龄大于或等于18
岁;(3)受访者有一定的阅读能力和沟通能力;(4)答
卷者为患者本人或家属,被调查家属是患者主要照顾

者而非护工。

1.1.2 排除标准 (1)同一病历号收集重复;(2)问
卷作答不全;(3)纸质问卷未标明患者基本信息;(4)
无家属在场。

1.2 调查工具 查阅国内外有关脑卒中和互联网康

复应用有关文献后,由课题组内结合选题自行设计、
修改问卷,最终采用该非量表型问卷。采用纸质问卷

进行调查填写,使用问卷星系统录入。调查内容包括

患者基础信息、互联网使用情况、互联网医疗信息利

用与需求现状、互联网平台下的脑卒中康复信息的需

求情况。

1.3 调查方法 采用纸质问卷调查法,通过病例系

统随机盲选抽样。一病历号对应一份问卷填写,患者

与家属之间仅允许一人进行填写。基础信息录入包

括患者姓名、病历号、所在科室,通过 Microsoft
 

Ex-
cel2019录入。问卷信息录入问卷星。录入过程中比

对基础信息,防止同一病历号二次收集。
1.4 统计学处理 数据收集后通过问卷星在线系

统、Microsoft
 

Office2019与SPSS26.0软件进行数据

分析与结果撰写。采用频数分析得知患者和家属的

年龄、学历占比与互联网康复医疗信息的利用与需求

情况,采用卡方检验研究影响互联网平台应用于脑卒

中康复的相关因素,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  果

2.1 受访者基本情况 本调查共收集了204例脑卒

中患者资料,受访者年龄主要集中在大于45岁的年

龄段,文 化 程 度 大 部 分 集 中 在 初 中 及 以 上,其 中

36.27%的受访者平时不会使用互联网。受访者基本

情况见表1。
表1  受访者基本情况

研究内容 百分比(%)研究内容 百分比(%)

年龄(岁) 文化程度

 18~25 2.45  没上过学 3.92

 >25~35 13.24  小学 8.82

 >35~45 14.71  初中 35.78

 >45~55 25.49  高中 28.92

 >55 44.12  大学及以上 22.55

受访者身份 平时是否会上网

 能生活自理的患者 27.45  经常 44.12

 照顾患者的家属 72.55  偶尔 19.61

 不会 36.27

2.2 不同年龄、文化程度受访者互联网使用情况比

较 不同年龄、文化程度受访者互联网的使用情况存

在显著差异(P<0.05),见表2。
2.3 互联网医疗信息利用情况与需求现状 在130
例使用互联网的受访者中,使用过互联网查找医疗信

息的受访者仅占42.86%。问卷中列举的有关使用互

联网查询医疗信息的平台中,被使用较多的互联网平

台有网址或百度搜索(63.85%),微信、QQ等社交软

件(33.85%),抖音、快手等视频平台(33.08%)。不

同年龄受访者的互联网医疗信息利用情况见图1。
2.4 来自互联网脑卒中康复信息的获取利用情况

2.4.1 受访者对脑卒中康复知识的了解认知与利用

情况 受访者对互联网上的康复信息并不完全接受

与信任,130例会上网的受访者中,有40.77%的人群

认为互联网上的康复医疗资源未对他们起到有效帮

助。见图2。调查过程中,部分受访者表示:关于康复

信息,更愿意听从医生、护理人员和康复治疗师等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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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员的意见,不愿意随意听从互联网上的康复医疗

信息,认为互联网康复信息真伪难辨,不完全可信。
2.4.2 互联网康复医疗信息的被接受情况 选择互

联网获取途径康复医疗信息治疗相关的受访者较未选

择互联网的受访者对脑卒中康复知识的知晓率更高,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χ2=9.532,P=0.009),见表3。

表2  不同年龄、文化程度受访者互联网使用情况比较[n(%)]

项目 n
平时上网频次

经常(n=90) 偶尔(n=40) 不会(n=74)
χ2 P

年龄(岁) 52.797 0.001

 18~25 5 5(5.56) 0 0

 >25~35 27 24(26.67) 3(7.50) 0

 >35~45 30 19(21.11) 7(17.50) 4(5.41)

 >45~55 52 20(22.22) 10(25.00) 22(29.73)

 >55 90 22(24.44) 20(50.00) 48(64.86)

文化程度 51.279 0.001

 没上过学 8 0 2(5.00) 6(8.11)

 小学 18 4(4.44) 2(5.00) 12(16.22)

 初中 73 19(21.11) 18(45.00) 36(48.65)

 高中 59 30(33.33) 13(32.50) 16(21.62)

 大学 46 37(41.11) 5(12.50) 4(5.41)

图1  不同年龄受访者的互联网医疗信息利用情况

图2  受访者对脑卒中康复知识的了解与互联网康复资源的利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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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互联网对受访者脑卒中康复知识知晓情况的影响

是否会选择互联网途径获取

康复治疗相关知识信息
n

脑卒中康复知识知晓情况

知道(n=19) 知道,但不全面(n=64) 不知道(n=47)

是 83 13(68.42) 48(75.00) 22(46.81)a

否 47 6(31.58) 16(25.00) 25(53.19)

  注:与不会选择互联网途径获取康复治疗相关知识信息相比,aP<0.05。

2.4.3 受访者对互联网康复信息获取途径偏好与内

容期望 在受访者的主体年龄中,期望通过互联网获

取康复医疗信息的途径主要有微信、QQ等社交平台

(48.46%),视频平台(45.38%),专业的康复软件

(33.08%)。受访者对于获取互联网康复信息的形式

更青 睐 于 视 频 讲 解 (78.46%)、医 生 线 上 指 导

(62.31%)、文字解说(40.00%)。见图3。在随访过

程中,许多受访者表示,微信公众号与部分视频平台

是他们搜索获取医疗健康知识的主要途径,部分情况

下会选择浏览器进行网页网站搜索获取健康医疗

信息。

2.4.4 互联网康复宣教现状与受访者的期望 受访

者中,80.00%从未获得医生介绍的互联网康复途径,

82.31%愿 意 利 用 医 师 介 绍 的 互 联 网 康 复 资 源,

62.31%希望未来可以利用互联网康复资源。见图4。
总体说明了目前相关医生对脑卒中患者的康复宣教

在互联网平台方面仍有不足,但患者及家属大部分愿

意并希望在专业医生的建议下获取并利用互联网上

的康复资源。
 

图3  受访者对互联网康复信息获取途径偏好与内容期望

图4  医生在对未来互联网康复干预的重要性(G、H)及对未来互联网康复的期望(I)

3 讨  论

3.1 互联网平台应用于脑卒中康复的现状 目前互

联网平台应用在康复领域的政策与条件已经发展得

相对成熟。根据国家中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

布的《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2018-2020
年)》有关医疗服务的发展与互联网医疗服务的建设,
我国的“互联网+”医疗正在逐渐发展[8]。近年来“互
联网+”的发展与智能手机的广泛使用,有关康复医

疗的网站,例如丁香园、康复治疗师网等网站,有关于

脑卒中康复的短视频账号、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等自

媒体层出不穷,相关的软件也在被相应地开发。可见

互联网上可接触到的康复知识在不断增加,互联网康

复领域在不断拓展。根据国内外近年来的研究证实

了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康复干预对患者出院后的护理、
营养、用药、康复训练等均有积极性意义,能够帮助患

者更好地完成康复[5-7,9-13]。并且互联网平台下的远程

康复指导相较于在医院康复所花费更低,相较于普通

宣教有更好的积极性[14]。

3.2 互联网平台应用于脑卒中康复的展望 谢广

宽[15]指出,互联网医疗的发展有助于对改善医患关

系、提高患者的满意度,所以互联网的康复发展需要

由专业的康复医生、康复治疗师与康复护士的共同合

作。本研究与郭丽娜等[16]都认为,未来的互联网康复

发展方向可以根据患者需求发展,未来互联网康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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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构建可以向康复软件APP、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各类视频平台发展;康复信息的内容可采取视频指导

或医生线上指导进行远程康复指导与科普宣教。众

多研究表明,使用康复软件、线上远程指导、视频宣教

等能产生良好的居家康复效果[5-7,9-19]。近年来,微信

作为主流的社交生活软件,有关脑卒中康复的公众号

与视频号在近年来数量也在逐渐增多。本研究在“E:
互联网康复信息获取途径期望”方面微信的比重最

大,说明未来微信小程序与公众号在日后脑卒中康复

的应用有着良好的前景。

3.3 互联网平台应用在脑卒中康复领域中存在的问

题 结合本调查数据,目前的脑卒中患者利用互联网

康复仍存在许多问题。目前的大部分会上网的脑卒

中患者或家属对互联网上的医疗信息查找率并不高。
本调查中会上网的人群占63.73%,总体使用过互联

网查找过医疗信息的仅占42.86%。相较于许欣琳

等[20]在北京的研究中使用过手机获取和学习过疾病

及健康有关知识的相对较少。

3.3.1 年龄、文化水平和地区问题 目前互联网康

复建设下的康复资源丰富,影响互联网康复资源利用

关键在于互联网的使用情况。结合表2,互联网的使

用与使用者的年龄与文化水平相关,并且在脑卒中患

者与照顾家属群体中,年龄主要集中在45岁以上。
互联网的使用受限从而影响脑卒中患者与家属获取

利用互联网上的康复信息。在调查过程中,不会上网

的受访者表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长期居住在农村,
网络接触不多。作者认为,互联网的使用与年龄和文

化水平相关;在一些相对落后、人口老龄化相对严重

的地区,互联网康复的应用相对受限,不同地区的发

展程度会对互联网康复的应用造成影响。但有研究

显示,远程康复与互联网康复的利用却反而更能给落

后、偏远地区带来便利[21]。在偏远落后地区的医疗资

源也相对匮乏,偏远落后地区落实好发展互联网远程

康复的普及更有必要性。

3.3.2 互联网信息的真伪难辨 互联网上康复信息

的良莠不齐,存在着许多的误导性信息,辨别混杂的

信息对患者及家属仍是难题[15,22]。在调查过程中,受
访者表示更愿意去请教康复医生、康复治疗师和康复

护士等专业人士;不敢轻易相信互联网;不知如何获

取真实有效的康复信息。

3.4 对未来互联网康复平台构建的建议 在未来互

联网康复平台的构建中,需要注意便捷、规范、权威、
结合需求、收费合理等问题[23-24]。(1)需要康复治疗

师和医师做好人文科普宣教,确保患者能获取正确的

康复资源并得以利用;(2)结合社会调研,了解康复需

求,做好评估工作,完善互联网康复医疗的建设;(3)

规范网络医疗健康信息;(4)内容准确,收费合理。同

时互联网康复平台的管理需要专业的康复治疗师、工
程师、康复护士、康复医生等共同维护。

综上所述,为了未来互联网康复能更好地应用于

脑卒中患者,需要康复医生、康复治疗师等专业人士

增加对互联网康复医疗的重视,加强对患者及家属的

宣传科普,需要康复技术人员从大量的互联网信息中

提取可利用的康复医疗信息,开发出安全、具有隐私

性、准确及专业性、操作简单和全面个性化的互联网

康复资源平台,满足脑卒中患者的康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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