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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主动健康理念聚焦于健康风险因素控制，融合了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构建了一

体化健康服务体系，提升了健康保障能力和自主性。我国机器人外科技术已进入迅速发展期，手术数量和技术熟练

程度在临床研究中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如何有效地将主动健康理念融入机器人外科的术后社区康复中，不仅关乎机

器人外科的进一步推广和发展，也有望为构建一体化健康服务体系、提升健康保障能力和自主性做出积极的探索。

本团队对主动健康理念在机器人外科术后社区康复的现状及前景做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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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ctive health concept focuses on the control of health risk factors, which integrates the new-gener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such as Internet and Megadata, building an integrated health service system to improve health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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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是人类最普遍、最根本的需求，人民

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 [1]。随着

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国民对健康的需求快速

增长。2016年8月8日，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

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明确提出，要健全支撑民

生改善和可持续发展的技术体系，加快主动健

康等关键技术突破 [2]。在此背景下，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自 2018 年启动了“主动健康和老龄化科

技应对”重点专项的战略部署，突出“战略前

移、关口前移”，聚焦健康风险因素控制，融

合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重

点突破健康信息的连续动态采集、健康大数据

融合分析、个性化健康技术等难点和瓶颈问题，

构建以主动健康科技为引领的一体化健康服务

体系，提升健康保障能力和自主性。

自2006年 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引进

我国第 1 台达芬奇机器人手术系统以来，中国机

器人手术的数量一直呈增长态势。截至 2021 年 

3 月，中国已拥有超 200 台达芬奇手术机器

人，累计完成达芬奇机器人手术超 17 万例 [3]。

“十四五”期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启动了“诊

疗装备与生物医用材料”重点专项的战略部署，

明确提出在医疗机器人方面布局腔镜手术机器

人等产品研发。

医生的目标是为患者提供最高质量的照护。

然而，仅使用诸如住院时间和并发症发生率等

指标难以全面反映患者的整体健康状况。因此，

聚焦患者术后社区康复状况，不仅可以洞察外

科医生的技术水平，还可以精确反映不同医疗

干预措施是否能够真正解决和改善患者的需求。

因此，患者术后的社区康复情况得到越来越多

包括外科医生在内的广大医务工作者的重视 [4]。

我国机器人外科已进入迅速发展期，无论是手

术数量、难度方面，还是临床研究方面，都已

取得长足进步，然而如何有效地将主动健康理

念融入机器人外科的术后社区康复中，不仅关

乎机器人外科的进一步发展推广，也有望为构

建一体化健康服务体系、提升健康保障能力和

自主性做出积极的探索。

1 发展现状

患者报告结局指标（Patient reported outcomes， 

PRO）是指来自于患者对自身健康状况、功能状

态及治疗感受的主动报告，是主动健康理念在术

后康复领域的应用之一，其有助于以个性化的

方式更好地为患者提供术后康复的健康服务 [5]。 

过去，世界各地的医务工作者已经使用了各种

调查工具收集 PRO。但是，对患者和医务工作

者而言，进行该项管理和调查仍然很耗时，而

现有的大多数调查方法都需要进行广泛的审核、

收集、检查和组织数据。因此，近年来在 PRO

研究中学者越来越多地尝试使用移动平台解决

这一问题。前期的研究已经初步发现，移动技

术的应用有助于改善患者信息的收集流程，增

加患者依从性，提高管理效率 [6]。

既往的研究报告显示，主动健康理念应用

于患者机器人外科术后康复后，患者的应答率

高，依从性好，对于评估指标的针对性强。例如，

capability and autonomy. In China, robotic surgery has stepped into the period of rapid development, and grea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on the number of surgeries and technical proficiency in clinical research. To effectively integrate the concept of active health 

into the community rehabilitation after robotic surgery is very important to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of robotic surgery, 

which is expected to make meaningful explorations for building an integrated health service system to improve health protection capability and 

autonomy. This paper aims to review the current status and prospects of active health concept in community rehabilitation after robotic 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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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可以有效指导患者按计划进行术后锻炼与活

动，以及术后康复器械的使用，且大量患者在

手术后至少可以保持 2 周，以便于提供高质量

的健康数据、症状和生活质量数据等 [7]。此外，

除了可以向医疗团队提供实时的 PRO 指标外，

通过移动平台进行的术后健康指导还有助于增

加大多数患者的信心，并减少后顾之忧。从患

者的角度来说，主动健康理念的应用可以减少

不必要的致电或返回门诊 [8]。

在移动技术的进步下，主动健康理念的

PRO 收集已经取得了显著改进，且患者和医务

工作者对移动平台系统的满意度较高。目前，

已有报道显示移动平台被应用于包括乳腺、胸

外、胃肠、肝胆、骨科等外科领域 [9]。与其他传

统方法（如传统纸质问卷）相比，通过移动平

台进行患者术后信息收集报告不会影响数据的

等效性，并且往往会改善数据的完整性 [10]。

同时，主动健康理念的自报告功能提供了

其他方式可能难以获得的优势 [11]，如患者的参

与功能、跟踪围手术期方案依从性的能力等。

增加患者的参与度有助于鼓励患者提高对自己

健康负责的意识，有助于其遵循规范的术后康

复方案；患者提供报告的清晰性和完整性有助

于医务工作者提供更有针对性的照护与健康指

导，这也将促进患者参与报告的主动性与依从

性。此外，由于该数据是实时且未经修改的，

因此可以方便医务工作者实时获取信息并及时

进行必要的治疗方案调整，这将使医务工作者

可以在患者出院后继续提供及时的健康指导[12]。

同时，医务工作者对患者关注问题的快速反应

也有助于提高患者的满意度。患者在术后康复

阶段进行自我报告相关问题并进行反馈，有助

于医疗团队及时听到患者的声音 [13]。例如，当

患者担心自己的健康状况（如切口是否感染）

时，可能不会在第一时间寻求医生的指导，这

可能导致病情延误。而实施主动健康理念后，

患者有机会发送照片并能立即解除相应的疑惑，

同时也为医生提供了与患者保持直接和开放沟

通的机会，有助于立即解决问题。正如既往研

究显示，这种交流减少了患者与医疗团队之间

的电话或面对面交流的次数，可以提高患者及

医疗团队双方在患者出院后的沟通效率。

2 局限性

尽管移动平台的应用为医务工作者提供了

一种新的开展患者照护工作的方式，但仍存在

一些相关的使用障碍，如老年患者可能在使用

互联网、智能手机或计算机等方面存在障碍，

难以记住和理解如何使用该应用程序，这可能

会导致患者依从性下降及对移动平台的满意度

下降[14]。此外，对于居住在农村地区的患者而言，

互联网连接情况差强人意也可能会导致患者依

从性下降及满意度下降，而且一些参与者可能

不愿额外支付移动数据的费用 [15]。当然，患者

可以通过其家庭成员（如子女等）访问移动平台，

但这可能会影响数据报告的稳定性，从而潜在

降低依从性 [16]。

3 结论

目前的研究表明，移动平台提供的改善信

息收集流程、增加患者依从性、提高管理效率

的有效机制可以记录PRO和围手术期的满意度，

同时促进医务工作者进一步参与患者出院后社

区阶段的术后护理。患者对基于移动应用程序

的围手术期管理的满意度很高，表明该方法可

能是弥合医务工作者与患者沟通中空白的积极

步骤，未来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以评估移动设

备的应用对临床结果（如再入院率和并发症发

生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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