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济宁医学院学报 2023 年 12 月第 46 卷第 6 期　 J
 

Jining
 

Med
 

Univ,December
 

2023,Vol. 46,No. 6

DOI:10. 3969 / j. issn. 1000-9760. 2023. 06. 011 ·公共卫生·

基于 ICCC 框架的互联网慢性病管理问题与对策

蒋自程1,2 李德勋1,2 刘欢1,2 傅志婷1,2,3 王宁宁4 李晨光5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协同创新项目(GXXT-2022-095);安徽省科协决策咨询项目(2023jczx26);安徽省高校科研项目

(2023AH050717)
[通信作者]李德勋,E-mail:lidexunoo@ 126. com

( 1 安徽中医药大学医药经济管理学院,合肥
 

230012;2 数据科学与中医药创新发展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
合肥

 

230012;3 烟台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烟台
 

264003;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西区(安徽省肿瘤医院),

合肥
 

230031;5 阜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医保办,
 

阜阳
 

236000)

摘　 要　 　 慢性病严重威胁我国居民健康,有效的慢性病管理可以很大程度上减少疾病的危害,互联网医

疗的发展为慢性病管理提供了良好契机。 通过文献研究,本文回顾了国内外互联网慢性病管理的经验和模式,
基于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提出的创新型慢性病照护框架(innovative
 

care
 

for
 

chronic
 

con-
ditions

 

framework,ICCC),从宏观、中观、微观 3 个层面上分析了互联网慢性病管理的问题,并立足于我国互联网

慢性病管理的实际,提出互联网慢性病管理的对策建议。 宏观层面上政府应结合互联网慢病管理的试点经验,
完善国家配套政策制度;中观层面上社区卫生机构应增加社区资源投入,强化社区机构在互联网慢性病管理的

能力;微观层面上需提高患者(及家庭)的慢性病自我管理能力,调动自身参与性和主动性,促进患者自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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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ronic
 

diseases
 

seriously
 

threaten
 

the
 

health
 

of
 

Chinese
 

residents,effective
 

chronic
 

disease
 

management
 

can
 

greatly
 

reduce
 

the
 

harm
 

of
 

diseases,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medical
 

treatment
 

provides
 

a
 

good
 

opportunity
 

for
 

chronic
 

disease
 

management. 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the
 

experience
 

and
 

model
 

of
 

Internet
 

chronic
 

disease
 

manage-
ment

 

at
 

home
 

and
 

abroad
 

are
 

reviewed, and
 

based
 

on
 

the
 

innovative
 

care
 

for
 

chronic
 

conditions
 

framework
 

( ICCC)
 

framework
 

proposed
 

by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the
 

problems
 

of
 

Internet
 

chronic
 

disease
 

management
 

are
 

analyzed
 

from
 

the
 

macro,meso
 

and
 

micro
 

levels. Based
 

on
 

the
 

reality
 

of
 

Internet
 

chronic
 

disease
 

management
 

in
 

China,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Internet
 

chronic
 

disease
 

management
 

are
 

put
 

forward. At
 

the
 

macro
 

level,the
 

govern-
ment

 

should
 

combine
 

the
 

pilot
 

experience
 

of
 

Internet
 

chronic
 

disease
 

management
 

to
 

improve
 

the
 

national
 

supporting
 

poli-
cy

 

system;at
 

the
 

meso
 

level,community
 

health
 

institutions
 

should
 

increase
 

community
 

resource
 

input
 

and
 

strengthen
 

the
 

ability
 

of
 

community
 

institutions
 

in
 

Internet
 

chronic
 

disease
 

management. At
 

the
 

micro
 

level,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self-management
 

ability
 

of
 

patients
 

(and
 

families)
 

of
 

chronic
 

diseases,mobilize
 

their
 

own
 

participation
 

and
 

initiative,
and

 

promote
 

patients′
 

self-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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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口结构、疾病谱的转变,慢性非传染性

疾病已经成为我国居民主要的健康问题和死亡原

因。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60 岁以上人

口占比 18. 7%,65 岁以上人口占比 13. 5%,且呈不

断上升趋势。 老龄化使我国慢性病管理的形势将

更加严峻。 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

告(2020 年)》报告结果显示,2019 年我国因慢性

病导致的死亡占总死亡 88. 5%,其中心脑血管病、
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死亡比例为 80. 7%[1] 。
慢性病具有高发病率、高病死率、高致残率和低知

晓率、低自愈率、低控制率的“三高三低”现象,为
慢性病管理带来巨大挑战。 本文通过对互联网慢

性病管理的文献梳理,并基于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hization,WHO) 在 2002 年提出的创新

型慢性病照护框架(innovative
 

care
 

for
 

chronic
 

con-
ditions

 

framework,ICCC),分析互联网慢性病管理

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优化路径,为促进互联网慢性

病患者管理的有效性和便利性提高参考。

1　 互联网慢性病管理

互联网医疗是互联网技术在医疗服务领域的

新应用,是以互联网为载体、信息技术为手段开展

医疗服务、服务协作和医疗辅助业务的新型产业,
包括线上医疗平台、移动医疗 APP、健康管理平台

和远程医疗等[2] 。 互联网慢性病管理就是互联网

医疗在慢性病领域的体现。 慢性病人群不同于急

危重症人群,它的病情进展缓慢,但并发症危害极

大,重在长期药物治疗与日常生活监测。 互联网诊

疗可以突破时间、地域的限制,提供了更高效、快捷

的慢性病管理过程。 借助互联网平台,打通医护患

信息孤岛,实现慢性病管理的科学化、便捷化、智能

化是互联网慢性病管理的必然趋势。
在国内互联网慢性病管理的研究上,我国在此

方面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于 1997 年出台的《全国社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综

合防治方案(试行)》 [3] 是我国慢性病管理研究中

的里程碑。 互联网慢性病管理也随着国家政策文

件的出台,相关研究相继展开。 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印发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2025
 

年)的通知》 [4]明确提出,“要促进互联网与健康产

业融合,发展智慧健康产业,探索慢性病健康管理

服务新模式。” 以及 2018 年颁布的 《“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 [5] 都重点强调了对慢性病的管理。
在互联网慢性病管理的研究上,很多学者围绕高血

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等慢

性病具体病种如何利用互联网进行有效的管理进

行研究[6-8] ,并都得出利用互联网的慢性病管理模

式可以很好改善患者病情。 慢性病患者需要长期

服药,对于病情稳定的患者,反复往返于家和医院,
极大浪费了医患双方时间。 重大传染性疾病也会

影响人们的出行,隔离状况导致的慢性病患者就医

延迟问题突出[9] ,也一定程度上为慢性病患者取

药带来困难,延误病情。 因此,互联网背景下的慢

性病用药得到了关注。 嘉兴市第一医院开展了

“实体医院医生审核并开具处方,用户自主选择就

近药店,药店药师审方通过后用户付费取药”的慢

性病复诊续方服务[10] ;鲁蓓等[11] 探讨了“互联网

+”背景下慢性病长期用药管理模式。 目前,我国

互联网慢性病管理模式还处在探索阶段,并未形成

统一的管理模式,部分学者在总结了国外慢性病管

理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依托智能化平台的“三师

共管”慢性病管理模式[12] 、互联网医院护理专科慢

性病管理模式[13] 、互联网医院全程管理模式[14]等。
国外慢性病管理从 20 世纪 60 年代在率先进

入老龄化社会的欧洲起源并发展。 目前,国外已针

对各国自身需求完成设计并实施多种慢性病管理

模式,包括慢性病照护模型( chronic
 

care
 

model,
CCM)、慢性病自我管理计划( chronic

 

disease
 

self-
management

 

program,CDSMP)模型、慢性病创新照

护框架(innovative
 

care
 

for
 

chronic
 

conditions
 

frame-
work,ICCC) 和国民慢性病战略 ( national

 

chronic
 

disease
 

strategy,NCDS) 等[5] 。 国外学者基于模型

进行修正或应用研究,可以发现不论 CCM 模型还

是 ICCC 框架都强调了信息系统的作用。 近年来,
国外学者也提出了电子卫生、数学健康、电子保健

等在慢性病管理的应用。 Pearce[15] 指出慢性病管

理就是信息管理和共享,慢性病也是信息密集型疾

病,主张以结构化、机器可读的方式将所有数据记

录在电子系统中,采用信息标准对慢性病患者定期

监测。 Shahid 等[16]通过对加拿大医疗保健体系研

究,从而确定在 CDM[心力衰竭、慢性阻塞性肺病、
慢性肾病和(或)糖尿病(1 型或 2 型)]中实施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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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医疗的关键因素,有助于提高目前在现实世界中

监测和评估复杂健康干预实施情况的整体透明度

和严谨性。 此外,法国的慢性病管理计划通过全科

医生和卫生网络向慢性病患者提供服务以提高协

同性;英国的《NHS 提升计划》《NHS 慢性病管理信

息纲要》等注重现代技术对慢性病流程的优化。
综上所述,互联网慢性病管理得到各国重视,

都从国家层面上予以政策支持,互联网医疗的发展

为慢性病管理提供了新的管理思路。 但现有研究

中多从单因素考虑慢性病管理,缺少从上到下的互

联网慢性病管理一体化探讨。 此外,关于患者自我

管理的电子健康素养关注较少;如何更好发挥政策

的导向作用和提升电子健康素养方面,需要在互联

网慢性病管理中得到更多重视。
2　 ICCC 框架的适用性

ICCC
 

框架旨在构建一体化的医疗保健,通过

纳入卫生政策视角,强调在特定人群或地理环境中

优化现有卫生资源的使用。 WHO 提出来该框架的

8 大要素即支持范式转变、管理政治环境、构建一

体化医疗保健、调整卫生政策、更有效使用医护人

员、以患者和家庭为中心的护理、支持患者所在社

区、强调预防[17] ,包括宏观、中观、微观 3 个层面的

基本内容,具体要素见图 1。 该框架具有更广泛的

政策环境,在平等的基础上考虑社区、卫生保健组

织的作用,强调整合和协调的框架原则。 3 个层面

中,政策环境(宏观层面)要协调好社区和医疗保

健组织(中观层面),并促进积极的、有准备的、知
情的医疗保健工作组、患者、家庭和社区伙伴(微

观层面)之间连续性慢性病服务提供和相互合作。
根据 ICCC 框架的要素,根据不同地区线上医疗和

互联网慢性病管理的实践,选择 ICCC 框架作为互

联网慢性病管理的分析框架的原因主要有: 1)
WHO 于 2002 年提出了 ICCC 框架,该框架综合考

虑了中低收入国家和地区的卫生资源和人群健康

水平的情况,因此,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了广泛

的应用[17] 。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可以很好借鉴 ICCC 框架的基本要素应用于互联

网慢性病管理中。 2) ICCC 框架也强调“使用信息

系统”在慢性病管理的应用,更好实现卫生系统内

外相关部门的协作。 现代互联网医疗的发展为慢

性病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对 ICCC 框架要素的不

断完善可以更好促进慢性病管理有效实现。 3)我

国已有学者利用该框架对其在慢性病管理进行了

深入研究并得出有益结论,通过梳理和归纳了我国

慢性病管理中的问题并基于 ICCC 框架提出构建

整合式卫生服务网络。 其他学者分析了基于 ICCC
框架高血压、社区慢性病、老年人慢性病等的运

用[18-20] 。 4)ICCC 框架强调以人为本、以质量为核

心,提供一体化服务。 互联网慢性病管理旨在打破

传统慢性病管理的时间、地点限制,为患者带来全

流程、全周期的预防、监测、治疗、康复模式。 ICCC
框架与互联网相链接不失为一种有益结合。

图 1 慢性病创新照护框架( ICCC) [21]

3　 互联网慢性病管理存在的问题

3. 1　 政策支持环境优化不足

从宏观层面上看,虽然国家出台了“互联网+”
相关文件,对互联网技术应用于慢性病管理也在政

策层面给予支持。 在国家有关政策的支持下,我国

大部分城市开展了以地方政府主导,由三甲医院具

体实施的互联网慢性病管理工作,努力解决慢性病

政策引导不足、部门协调差、医保资金不足等问题,
但由于我国互联网慢性病管理防治过程的仍在探

索阶段,各个地区的互联网慢性病政策主要由地方

政府具体制定,缺少国家层面上互联网慢性病问

诊、取药、医保报销等统一标准。 在此情境下,出现

慢性病医保供需失衡的局面[22] 。 总体仍然存在法

律位阶低、总体规定较为简单、框架逻辑不清晰、制
度之间存在冲突或是留白以及专门性和细节性的

制度供给不足等问题[23] 。 在互联网慢性病管理过

程中可能出现的医疗纠纷、医患冲突等相关责任划

分仍需完善相关法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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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社区资源投入不足

从中观层面上看,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是互联网

慢性病管理的主要力量。 然而现有社区慢性病管

理人员、医疗服务人员、设施设备、资金支持等资源

存量与其重要地位不匹配,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社区

慢性病防治功能的实现[20] 。 “互联网+”相关技术
为短期内提升社区慢性病管理能力提供了可能,张
艳春等[24] 在社区调研指出,“互联网+”创新技术
已经在高血压和糖尿病控制中发挥作用。 但由于

“重治疗,轻预防”的观念仍未转变,社区医疗服务

机构的慢性病管理方面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

投入不足。 在信息基础建设上,很多地方仅仅是为

了完成任务,对辖区内慢性病患者的监测、慢性病

信息维护和更新等滞后;在慢性病管理人员上,从
事一级预防、健康管理的人员短缺,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作用不能得到充分发

挥,不利于我国互联网慢性病管理工作的开展。 在

社区的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建设上,慢性病患者的电

子病历、电子健康档案等信息在不同医疗机构间仍

然存在系统不兼容,使得患者病史无法被其他医护

人员所了解。 因此,既要认识到互联网慢性病管理

在社区中的重要性,也要增加社区资源的投入和使

用。
3. 3　 慢性病患者电子健康素养有待提高

 

从微观层面上看,作为慢性病防治的对象和

“健康第一责任人”,我国慢性病患者的电子素养

亟待提高[25] 。 互联网医疗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慢

性病患者提供了便利,慢性病患者的老年群体较

多,受年龄、习惯、
 

知识技能、个人心理因素和社会

因素等因素,老年慢性病患者电子健康素养普遍较

低[25] ,使用互联网进行医疗活动的阻碍较大。 导
致互联网医院的慢性病复诊利用率低,难以发挥作

用。 此外,受就医习惯的影响,选择互联网平台的

慢性病复诊仍然是线下医院的补充。 居民电子健

康素养的高低直接影响互联网慢性病管理的实现

效果。
 

2020 年全国健康素养调查显示:健康信息素

养 35. 93%、慢性病防治素养 26. 73%
 [26] 。 虽近年

来有所提高,但这与我国慢性病防治形势和任务的

要求仍然存在较大差距,特别是老龄社会的加剧,
较低电子健康素养不利于互联网慢性病管理的

实践。

4　 基于 ICCC 框架的互联网慢性病管理提升对策

4. 1　 结合互联网慢性病管理的试点经验,完善国

家配套政策制度

在宏观层面上,进一步加强制度层面的互联网

慢性病管理顶层设计,形成有效的政策支持环境。
应该在各地互联网慢性病管理试点地区的基础上

和国内外慢性病管理的先进模式上,制定我国互联

网慢性病管理总体行动纲要。 同时要加强多部门

合作,完善互联网慢性病管理的相关立法工作[23] ,
建立互联网医疗纠纷行政调处机制[27] ,具体回答

和优化各项制度,厘清互联网慢性病管理中平台、
医生、健康管理者、患者等多方主体的责任划分;通
过完善互联网慢性病管理的评价体系和质量控制

体系,监管部门要落实监管责任,统一行业标准和

运营制度,保证互联网慢性病管理的质量和安全;
国家医保局要积极推进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

建设,实现全国统一标准的医保电子处方。 此外,
通过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示范城市建设,
更好带动全国慢性病预防控制工作高效开展,更好

发挥政府统筹、政策支持作用,提高医疗资源整合

水平,更好地实现资源和信息共享。
4. 2　 发挥社区机构作用,增加社区资源投入

从中观层面上看,应进一步强化社区机构在互

联网慢性病管理的能力,提高社区的信息化水平。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需要构建良好的信息环境,为互

联网慢性病管理做好有效衔接。 通过设立自测小

屋等提供慢性病监测平台;通过完善社区药品物流

配送体系,提高患者用药安全等,同时应引入和培

训互联网慢性病管理人员,实现“专人专管”,应加

大资金投入,完善社区医疗机构的软硬件设施,让
社区慢性病管理“建得好,留得住,管得好”。 通过

家庭医生签约模式,加强慢性病患者管理和推进分

级诊疗[28] ,实现医生与慢性病患者的“零距离”沟

通,基本慢性病服药、康复等在社区得到有效的专

业指导与互联网慢性病管理服务。 通过社区互联

网医院[29]和搭建社区慢性病信息系统与县级、市
级互联网医院有效衔接,更好发挥互联网医疗的互

联互通,为慢性病患者提供及时、有效的诊疗、取
药、康复等服务,也有利于远程医疗技术、家庭签约

服务、专家慢性病咨询等下沉到社区,为慢性病转

诊“零窗口期”。
4. 3 调动患者以及患者家庭成员的共同参与,促
进患者自我管理

从微观层面上看,患者是互联网慢性病管理的

最小单元,患者自我管理是任何慢性病管理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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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提高慢性病患者健康信息素养和慢性病防

治素养也是互联网慢性病管理的关键[30] 。 老年群

体对互联网信息和资源不敏感、不适应很大程度上

阻碍了互联网慢性病管理的功能实现。 因此,社区

慢性病管理人员应加强引导和知识宣传同时让患

者家庭成员参与到互联网慢性病管理当中,很大程

度上可以提高管理成效。 智能手机的普及为患者

参与互联网慢性病管理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患者可

以利用;通过互联网医院、互联网慢性病管理平台

实现在线问诊,及时治疗。 依托互联网新技术为慢

性病社区健康管理提供新方向,最终提升慢性病管

理的效率和质量[31] 。 此外,家庭成员应积极帮助

家庭老年慢性病患者使用互联网慢性病平台,关注

老年健康,督促老年慢性病用药情况,监督慢性病

病情发展、日常运动、饮食等情况,主动参与社区互

联网慢性病管理工作。
因此,充分利用互联网资源,发挥信息技术在

慢性病一体化管理的作用,可以最大程度突破时间

和空间界限,促进慢性病管理资源的有序流动。 但

受慢性病病种复杂性和慢性患者群老龄化等因素,
互联网慢性病管理仍面临很多困境,需要政府部

门、医疗服务组织、患者及家庭等多方共同参与到

互联网慢性病管理当中。 ICCC 框架作为一种发展

中国家慢性病管理模式具有很好的实践性,应发挥

信息系统作用,推动慢性病管理的科学化、信息化,
促进健康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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