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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分析远程护理相关文献,归纳目前的研究特征及热点,为进一步开展远程护理相关研究提供参考。方法
 

检索

PubMed数据库,根据纳入、排除标准检索筛选2019年11月30日前的远程护理相关文献,提取高频主题词并采用聚类分析探讨

研究热点主题。结果
 

共纳入930篇文献,其中期刊文献929篇,书籍1本,文献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检索到主要主题词+副主

题词共3
 

697个,词频≥20次主题词22个,词频≥41次主题词7个;根据高频主题词得出该领域研究热点共4个:远程家庭照护

中信息安全性管理研究、远程照护中患者满意度研究、电话及其他远程护理方法管理研究、心力衰竭患者远程护理的经济学研究。
结论

 

远程护理研究正处于发展阶段,今后可以远程护理研究热点为切入点,完善、优化远程护理研究的内容与质量,促进我国远

程护理开展。
关键词:PubMed数据库; 远程护理; 文献计量学; 主题词; 词频; 研究热点

中图分类号:R47 文献标识码:B DOI:10.3870/j.issn.1001-4152.2021.10.099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1.护理部
 

2.急诊科
 

(湖北
  

武汉,
 

430030);3.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护理学院

李咪琪:女,硕士,护士

通信作者:黄素芳,sfhuang2008@163.com
科研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874063)
收稿:2020 12 22;修回:2021 02 15

  目前老龄化和慢性病是全球两大生命健康问题,
且影响甚广。根据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报告显

示,全球每年有5
 

700万人死亡,其中非传染性疾病

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71%[1]。据2019年《中国健

康卫生统计年鉴》[2]发布,我国每年因慢性病死亡人

数超过总死亡人数的85%。为了促进人民全生命周

期的健康及慢性病的防、治、管一体化,我国分别在

2016年和2018年提出《“健康中国2030”规划》和《促
进“互联网+健康医疗”发展的意见》,对远程医疗服

务拟 定 了 初 步 的 规 划;且 于 2019 年 2 月 提 出

“互联网+护理服务”试点工作,已在全国6个城市开

展。目前已有学者对我国远程护理研究进行了计量

学探讨[3],但未对研究热点进行深入分析。本研究以

PubMed数据库为资料来源,分析远程护理研究趋势

及研究热点,为我国远程护理研究的开展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文献检索 以PubMed数据库为文献来源,检索

策略为:("Telenursing"[Mesh])
 

OR
 

("telecare"[Title/
Abstract])

 

OR
 

("telenurse"[Title/Abstract])
 

OR
 

("re-
mote

 

nursing"[Title/Abstract])
 

OR
 

("remote
 

nurse"
[Title/Abstract])

 

OR
 

("remote
 

care"[Title/Abstract]),
截止时间为2019年11月30日,并以Best

 

Match进行检

索。
  

1.2 纳入标准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远程护理研

究相关文献。排除标准:重复文献,作者、摘要、发表

年份、期刊来源等信息不全文献,非人类研究。
1.3 文献筛选、资料提取及质量评价 由2名研究

人员独立进行文献信息的提取,根据纳入标准和排除

标准筛选文献,整理文献的标题、关键词、作者、发表

年份、期刊来源等信息,对结果有异议时,双方共同讨

论后确定。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NoteExpress去重,Excel绘

制研究趋势图。应用BICOMB书目文献系统进行数

据处 理 及 高 频 主 题 词 统 计,生 成 词 篇 矩 阵,导 入

SPSS22.0软件进行聚类分析。
2 结果

2.1 远程护理研究发文量 检索到1
 

112篇文献,根
据纳入、排除标准筛选得到930篇文献(语种以英语为

主874篇,汉语仅3篇),其中期刊文献929篇,书籍1
本。远程护理研究发文量自1977年开始逐年上升,在
2004~2005年快速增长,2015年达到顶峰,2016~2018
年趋于平稳,见图1。由于2019年还有文章没有收录,
故呈现一个下降趋势。

图1 不同时间远程护理研究文献量变化趋势

2.2 高频主题词及热点 本次研究共提取主题词和

副主题词3
 

697个,根据高频词低频词界分公式[4]:

T=(-1+ 1+8I1)/2(T 为高频词阈值,I1 为词频为

1的主题词数量),统计可知I1=872,T=41.26。故词

频>41次的主题词为高频主题词,共7个。由于7个

高频主题词不能反映该研究领域的真实情况,故本研

究将高频主题词词频定为≥20次,共获得高频主题词

22个,可以进行聚类分析,见表1。利用SPSS22.0软

件对高频主题词进行聚类分析,获得4个类别,远程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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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设备、计算机安全/设备、保密性、计算机安全、远程

医疗/统计及数据、用户计算机接口、远程医疗/组织及

管理、家庭照护服务/组织及管理、卫生人员态度聚为

一类,远程医疗/标准、患者满意度聚为一类,远程护

理/组织及管理、移动电话、远程护理/方法聚为一类,
远程医疗/经济、心力衰竭/治疗、远程医疗、家庭照护

服务、远程医疗/方法、远程护理、自我照护、网络聚为

一类,分别概括为远程家庭照护中信息安全性管理研

究、远程照护中患者满意度研究、电话及其他远程护理

方法管理研究、心力衰竭患者远程护理的经济学研究。
表1 词频≥20次的主题词和副主题词及其词频

主题词/副主题词 词频

Telemedicine/methods(远程医疗/方法) 153
Telemedicine/organization

 

&
 

administration
(远程医疗/组织及管理)

88

Telenursing(远程护理) 69
Telemedicine/instrumentation(远程医疗/设备) 54
Home

 

Care
 

Services(家庭照护服务) 51
Home

 

Care
 

Services/organization
 

&
 

administration
(家庭照护服务/组织及管理)

41

Telemedicine/statistics
 

&
 

numerical
 

data
(远程医疗/统计及数据)

36

Telenursing/organization
 

&
 

administration
(远程护理/组织及管理)

36

Computer
 

Security/instrumentation(计算机安全/设备) 35
Telemedicine/standards(远程医疗/标准) 33
Telemedicine/economics(远程医疗/经济) 33

 

Telephone(移动电话) 27
Internet(网络) 26
Telenursing/methods(远程护理/方法) 26

 

Confidentiality(保密性) 25
Attitude

 

of
 

Health
 

Personnel(卫生人员态度) 25
Computer

 

Security(计算机安全) 24
Self

 

Care(自我照护) 21
User-Computer

 

Interface(用户计算机接口) 20
 

Heart
 

Failure/therapy(心力衰竭/治疗) 20
Patient

 

Satisfaction(患者满意度) 20
 

Telemedicine(远程医疗) 12

3 讨论

3.1 远程护理研究特征 研究领域特征是其发展的

重要体现。远程护理研究发文总体呈逐年上升的趋

势,根据文献增长4个阶段(学科诞生阶段、学科大发

展阶段、学科日益成熟阶段、学科日益减少阶段)[3]划
分可见,国外远程护理研究仍处于“学科大发展阶

段”。PubMed收录的我国远程护理研究较少,一方

面可能与我国发表于国际期刊的论文较少有关,另一

方面也可能因为我国远程护理发展起步较晚,实际应

用性研究仍较少[5],还需要更多护理研究者深入探

讨。
3.2 远程护理研究的热点分析 ①远程家庭照护中

信息安全性管理研究。自互联网及智能生活的普及,
信息数据的安全性一直是互联网发展中的热点问

题[6],各学者纷纷对远程护理过程中数据和隐私保护

进行了探索,主要通过身份验证、密钥协议或方案来

解决该问题,且不断优化[7]。总体而言,远程医护系

统还是安全的[8]。随着我国2019年“互联网+护理

服务”试点工作的开展,信息、隐私保护仍然是试点工

作开展的基础条件和保障,我国的“互联网+”无论是

在医疗上还是护理上开展时间还尚短,依然处于经验

总结的探索中,故“互联网+”信息安全面临的挑战甚

多[9-10],还需要上下联动,各部门共同合作。②远程

照护中患者满意度研究。随着远程护理的开展,如何

评价其效果成为开展远程护理需要着重考虑的,否则

难以发现问题,并且无法高效率地实施和改善[11]。
远程护理可以让患者有更多的参与感,能够帮助患者

解决同样或相似的问题[12],故提高患者满意度才能

让更多的患者参与进来。有学者对远程医疗、护理满

意度(包括医护人员和患者的满意度)概念框架进行

了明确的先导研究,其框架涉及满意度维度、受益人

群、护理服务类型、远程系统类型及环境与方法[13]。
有研究指出患者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可能与方法、易
用性、低成本、沟通等有关[14];有学者对远程护理满

意度问卷进行开发及应用,取得不错的效果[15]。
 

③电

话及其他远程护理方法管理研究。目前电话是远程

护理采用的 主 要 方 法,Telenursing(远 程 护 理)的
“Tele”也证明远程护理发展与电话通信的发展密切

相关。电话干预的便利性增加了患者获得护理服务

的机会[16],且电话形式的远程护理成本效益较好。
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电话已经不是唯一的通信方

式,单一的电话干预难以全面满足患者需求。在我

国,微信已经成为人们日常沟通的主要方式,王乙

竹[17]对微信在远程护理中的应用效果进行评价,认
为其有效性非常显著。但是由于微信对人群年龄、学
历及掌握程度的要求,相比电话有一定的局限性。④
心力衰竭患者远程护理的经济学研究。远程护理监

测能够识别威胁生命的并发症,帮助心力衰竭患者在

院外寻求医疗帮助,目前已被广泛接受且有效提高了

患者的依从性[18],有利于减少患者住院次数,减轻经

济负担。但也有研究结果显示,远程医疗和护理并没

有减少心力衰竭患者的住院天数,也没有改善临床症

状,反而因为更加频繁地联系门诊咨询而增加了医疗

资源的使用[19]。有研究结果显示,远程护理仅对心

力衰竭患者的心理有促进作用,其他经济效益未出现

显著效果[20-21]。仍有学者在该方向进行多中心大样

本随机临床试验,以期获得最接近真实的结果[22]。
心力衰竭患者在远程护理中究竟能否更高地获益,还
需要进一步探索。
3.3 我国远程护理发展机遇及启示 我国远程护理

发展正迎来巨大的机遇,护理工作者也面临着前所未

有的挑战。根据远程护理发展特征及热点分析,护理

工作者肩负艰巨的任务并承担更多的责任,需要更多

的权利和发展空间,包括专科护理发展及护士处方

权。远程护理工作者深入患者生活,可能遇到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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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琐碎的问题[23],要求护理工作者必须具备良好的

沟通能力和宽广的知识面。这提示需要对实施远程

护理的护士进行专业培训,包括疾病恢复期潜在问题

及处理措施、护理咨询、患者沟通、信息保密、患者权

益维护等。同时,也可以考虑给予远程护理护士更多

的权利,如适度的处方权,可以帮助慢性病或癌症患

者开具常用药物处方。
科研产出是科学知识量重要的衡量标准之一,目

前国内试点工作科研产出可以从作者群及期刊建设

中入手,鼓励多试点信息共享、协作共赢,试点工作多

学科开展;建议各护理期刊加强对远程护理的重视,
开拓远程护理版块,并适时根据我国远程护理试点工

作的开展情况举办主题论坛,促进优秀产出的分享讨

论、经验总结。此外,还需要医疗机构、信息平台及政

府管理部门多方合作,完善安全制度、激励机制,各部

门上下联动宏观把控,提高远程护理开展中的风险意

识,优化风险监控和处理流程、机制,保障远程护理开

展的优良环境。
4 小结

2019年我国已经开始“互联网+护理”试点工作,
期间定会遇到很多的挫折与困难,总结远程护理开展

的热点问题,可能会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一定的帮助。
本研究仅选用PuMed数据库,其“远程护理”Mesh词

汇定义时间为2009年,故2009年以前的远程护理探

索多 与 远 程 照 护 (Telecare)、远 程 医 疗 (Teleme-
decine)合并研究,在本文分析中可能有偏倚。期待更

多学者开展远程护理相关研究,优化、完善远程护理

方法与实践内容,促进远程护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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