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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背景下提高结核用药依从性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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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久以来，如何提高结核患者用药依从性一直是个难点和热点问题。本文主要通过对结核用药依从性的影响因素

及干预策略以及物联网背景下结核用药依从性效果研究进行整理分析，以期为物联网背景下提高结核用药依从性提供参考。 

关键词：结核；用药依从性；物联网

Research and Analysis on Improving Drug Compliance for Tuberculosis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et of Things
Yang Yang　Shijing Chen　Meijuan Jin*

School of Health Medicine, Nantong Polytechnic College, Nantong, Jiangsu,226000

Abstract:For a long time, the research on TB medication compliance has been a difficult and hot issue.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and continuous innov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has been well integrated into the medical care industry and created new value. 

This paper aims to organize and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background of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y for TB medication compliance 

at home and abroa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for TB medication compliance, and the effect of TB medication 

complia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of Thing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B medication complia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of Thing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are for TB patien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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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长期以来，结核病防治问题一直是当今社会时刻关注

的重大问题。全世界每年约有 1000 万人感染结核病。据世

界卫生组织（WHO）称，世界上大约四分之一的人口潜伏感

染结核分枝杆菌 [1]。现有不少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不少的

学术研究，为医疗界提供了不少的理论依据，从而研究发现，

在发达国家病人的用药依从性平均只有 50％，发展中国家

还要更低 [2]。所以，提高药物治疗依从性是世界关注的焦

点，也是各国提高结核病患者治疗效果、提高医疗体系效率、

降低医疗费用的关键。

2 研究现状

2.1 结核病的疗效研究

结核病（Tuberculosis,TB）是一种由结核分枝杆菌引

发的慢性传染性疾病 [3], 是世界上最常见的导致死亡的原

因，同时也是目前第二大单一感染源致死的原因，对整个人

类的生活和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4-6]。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的估算，全世界每年大约增加一千万的肺结核病人，而因肺

结核感染导致死亡的大约是一百五十万人 [7]。

到 21 世纪，结核分枝杆菌的耐药性问题成为治疗结核

病最主要的一个难题。英国医疗研究委员会于 1948 年第一

个设立了 RCT，以评价和确认了链霉素在肺结核中的作用，

人们开始联合药物治疗结核病，降低了结核分枝杆菌的耐药

性，但仍然有可能出现一系列的副作用。现有的一线抗结核

药物在临床上仍具有很好的效果，并且对于耐药结核病也有

一定疗效。但是，由于结核病治疗时间较长，患者依从性较

差，耐药性结核分枝杆菌在临床上广泛存在，导致结核病治

疗中的耐药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2.2 结核用药依从性的影响因素及干预策略相关研究

结核病患者的用药依从性是指结核病患者按医嘱坚持

服药的程度 ,包括能否根据医师要求按时按量坚持服药 ,以

及是否出现擅自增减药物的现象 [8]。研究表明，影响结核

用药依从性的因素有社会人口学特征、经济影响因素、药物

因素、心理因素等 [9-10]。如何全程对流动人口中的结核病患

实施监测管理，是目前结核病防治工作中亟需解决的问题。

患者工作不稳定，收入低下，保健意识淡薄，很难坚持治疗，

造成用药依从性较差 [11]。经济因素是影响肺结核患者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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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从性不可忽视的因素。多数研究认为，收入水平、经济

状况与结核病发病呈负相关 [12]。此外，用药方案的复杂性

和药物不良反应与依从性直接相关 [13]。由于抗结核药物品

种繁多，给药途径各异，患者易对药名、剂量、服药时间出

现记忆偏差，致使用药依从性较差，还有用药后的不良反应

存在个体差异性，同样影响者用药依从性。心理因素方面，

应激反应产生的负性情绪可降低机体抵抗力，这是结核病易

恶化、易复发诱因之一 [14]。这种负性心理导致患者对治疗

结果的反应变得淡漠，从而影响患者的治疗依从性。综上，

如何提高结核用药依从性仍然是当今世界解决结核病治疗

效率的一大难题。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现有文献在干预措施上进行了相

关研究。韵霞 [15] 等通过对比健康教育知识的掌握度、用药

依从性、护理满意度研究得出，健康教育明显增强了患者

对疾病认知及治疗依从性。Conn[16] 通过对已有的药物依从

性研究进行梳理，将注意力集中在患者行为目标上的效果

要高于将注意力集中在他们的态度和信念上的效果，同时，

药师介入与当面介入相比，其效果要好于间接传递，对于年

轻人的干预要好于老年人。然而多因素的整合干预包括了多

个方面，比如目标设定、反馈、社会支持和问题导向等一系

列策略，研究显示，采用多项策略可以更好地提高患者的依

从性效果 [17]。

2.3 物联网背景下结核用药依从性效果研究

物联网是以互联网、计算机技术为基础，利用无线通

信技术、自动识别技术等，来实现物与物、物与人之间的互

联互通。物联网技术使物体间的信息相互联系、相互融合、

相互控制成为可能。一些学者从各种方法分析物联网在结核

用药依从性方面所起到的一定作用。杨鸿泽 [18] 介绍，通过

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运用网络元分析方法，对电子医疗服

务对患者用药依从性的影响进行系统评估，揭示电子医疗服

务对患者用药依从性的作用机制。Burke[19] 通过探索一种新

的基于网络的药物治疗方法，利用网络技术对患者在不同情

境下进行药物治疗和监控，以提高患者用药依从性。同时，

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教育资源在当地的学习网络上，为结核病

的教学和培训带来了新的机遇。Chapman[20] 等通过对结核病

诊断、治疗和监测的情景进行了研究，这些情景是以互联网

为基础的技术为基础的，目前可以帮助改进服务和结核病防

治。

但一些学者认为研究也存在着局限性。Margineanu[21]

等使用框架评估了电子健康对结核病预防和治疗的适用性，

研究分析通过电子健康，可以在缺乏专业知识的地方进行结

核病诊断，干预使用者普遍认为，干预提供了比标准护理更

大的隐私。在资源使用方面的研究表明，每个病人都可以节

约很多钱，尤其是从病人或医护人员的出行时间和花费来

看，而且网络会诊的效率更高。

3 评述

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发展，传统的结核病治疗方法逐步

被先进的医疗技术所取代，学者们通过研究，对不同的物联

网技术提高结核用药依从性的效果进行检验和比较，综合

分析发现，这类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一是研究样本量小，

形式设计单一，缺乏能够有效反应结核病患者用药依从性的

变化过程。二是对于物联网在结核病患者提高服药依从性的

作用影响缺乏基于实践的研究。

因此，现代医疗技术需要结合理论和实践来提高结核

病人用药依从性，同时要注意用科学的方法系统评估干预策

略的效果和影响，并基于服务环境、病人体验等多个视角探

究物联网对结核病患者用药依从性的影响机制，为改进服务

和结核病防治提供结核病研究数据和结论，为减少结核病的

发病率和死亡率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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