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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 心血管专科护理管理平台的构建与应用 
刘琳 

陕西省人民医院  陕西西安  710000 

摘要：目的：分析“ 互联网+” 心血管专科护理管理平台的构建及应用。方法:以 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1 月间我院收治的心
血管疾病患者 70例，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成对照组及研究组，各 35 例，前者接受常规护理管理，后者接受 “ 互联网+”
心血管专科护理管理，并对不同的管理效果进行对比。结果：研究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护理管理质量评分，研究
组均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在心血管专科护理管理中实施“ 互联网+” 管理平台价值较高，可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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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中所涉及的多类疾病以慢性居多，患者居家时间

相比医院较多，且患者群体以老年居多，诸多因素均对护理
质量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1]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临床可通过

互联网对患者实施健康管理，并以电子化信息的优势整合患
者的信息，从而使患者获取良好的健康管理。基于此，本文
进行如下研究。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 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1 月间我院收治的心血管疾病

患者 70 例，将其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成两组，一组为对照组
35 例，一组为研究组 35 例。对照组：女 16 名，男 19 名，
年龄：35~60（46.74±5.61）岁。研究组：女 17 名，男 18
名，年龄：36~59（46.86±5.22）岁。上述内容对比无统计
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常规护理管理：出院患者，需以微信公众号和

微信群为依托，定期向患者推送心血管疾病的相关防治知识，
监护室患者，需要通过微信进行病情、生活方面的交流，转
诊患者需要通过微信进行转诊信息的传达，并通过微信来告
知家属探视等。 

研究组：“互联网+”心血管专科护理管理：（1）系统
配置：云服务器、（16 核处理 器、32G 内 存、200GSSD 云
盘、W indows Server 2008 R2 企业版（X64）、MSSQL2008；
网络配置 20M 宽带、手机 APP 客户端配置安卓和苹果系统均
可使用 APP 程序。（2）平台模块：PC 端和手机端均可登录，
界面分为医护端和患者端，医护端包括：心血管风险评估系
统、安全风险防护系统、不良事件管理系统、人才考核系统
等，并配备康复锻炼、健康资讯、用药指导等栏目以及我的
患者、工作日历、就诊信息等工具项，而患者端则配备个人
中心、体检信息、病例信息、预约入口、满意度评价以及问
卷调查等项目

[2]
。（3）平台功能：通过信息自动化将急危重

症患者的信息进行第一时间的传递，尽可能挽救患者的生命；
通过互联网技术实现患者及家属的定期通话，使患者感受家

人的关心，使家属第一时间明确患者的病情情况；在出院后
可以通过互联网技术实现医护与患者之间的无缝隙交流，及
时充当健康顾问，对患者实施定期监护和叮嘱，保证患者院
外能够得到健康的有效管理；构建培训基地，通过互联网及
时上传专业操作技能和理论知识等，使医护人员可以不断充
实自己的学识和技能，保证患者得到抓专业的临床帮助。（4）
平台运行：强化医护人员有关平台的训练是，使其能够更好
的使用该平台，并通过深入验证登录平台，定期由专人人员
进行数据系统安全及服务器与网络状态的巡检，日常维护平
台的正常运行，定期排出故障，而心血管专科管理人员需要
定期完成信息管理与维护、信息推送、互动平台维护、系统
日志记录、数据统计管理、行业资讯管理等工作。制定平台
维护流程、维护专员职责、平台规范化管理制度，建立工作
组成员沟通平台及移动平台岗位说明书，定期召开案例学习
及分享会议。 

1.3 观察指标 
对管理的满意度：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统计，问卷

内容包括：平台安全性、内容安全性、操作有效性等，结果
以非常满意、基本满意以及不满意。 

护理管理质量评分：通过护理管理质量量表进行评估，
内容包括：院前急救、专科护理、病情评估、专科护士培养
以及不良事件管理，每项分值均为 100 分，得分越高越好。 

1.4 数据处理 
采取统计学软件 SPSS25.0 进行处理分析，计数资料接受

卡方检验，计量资料接受 t 检验，当结果显示 p<0.05，即对
比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管理的满意度对比 
研究组满意度 94.29%高于对照组 74.29%，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2.2 护理管理质量评分 
如表 1，护理管理质量评分，研究组均高于对照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护理管理质量评分（ sx  ） 

组别 院前急救 专科护理 病情评估 专科护士培养 不良事件管理 

研究组 95.67±0.22 96.27±1.67 96.78±0.48 85.13±2.25 95.46±1.35 

对照组 92.33±0.11 92.67±1.77 93.41±0.33 90.88±2.35 92.31±1.55 

t 80.335 8.752 34.227 10.456 9.066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3 讨论 
随着数据时代的快速发展，互联网技术给医疗工作提供

了较多的便利，对于心血管疾病患者来讲，需要临床辅以漫
长的干预手段，才能真正的保证患者的安全，而互联网技术
则可以帮助临床实现这一目标，通过信息自动化来实现资料
的分享，通过微信等互动平台对患者实施定期监护，保证患
者诊疗期间能够与家人及时交流，并且可以通过多种模式的
构建

[3]
，来分别实现医护端和患者端等多个模块，从而有利

于相关诊疗工作的顺利进行，强化护理人员的管理意识，从
而提升管理质量，保证患者的满意度。 

综上所述，“互联网＋”心血管专科护理管理平台的构
建可以提升护理管理水平，实现患者与医护人员的随时沟通，

有利于提升护理人员的自身价值和护理满意度，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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