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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调查应用哮喘管家应用程序"

4BB

$在门诊哮喘儿童吸入用药依从性中的效果!提高哮喘儿童吸入用药依从

率!提升自我管理能力%方法
!

采用自身前后对照研究!运用支气管哮喘用药依从性调查问卷对门诊哮喘儿童进行调查!引入哮

喘管家
4BB

对哮喘儿童进行为期
1

个月的干预!再次使用支气管哮喘用药依从性调查问卷对哮喘儿童用药依从性进行监测与追

踪!比较使用
4BB

前后哮喘儿童用药依从性&疾病相关知识和使用方法的正确率&肺功能等方面的差异%结果
!

使用
4BB

后哮

喘儿童吸入用药依从性由
16&-/[

提高至
)/&-6[

#患者及家属相关知识知晓率由使用前的
16[

提升至使用后的
)6[

#

4BB

使用

率达
01&$/[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6

$%结论
!

哮喘管家
4BB

能有效提高哮喘儿童吸入性用药应从性!规范哮喘儿童的

用药管理!保障治疗效果!提高哮喘儿童的生存质量#同时降低医疗成本!提升工作效率和医疗护理服务质量!值得推广%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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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哮喘是儿童最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

$.1

(

#全球

大约有
'

亿哮喘患者#我国儿童哮喘发病率为
%&$$[

!

'&'0[

#较
$%

年前增加
0'&0[

'

'.0

(

*全球哮喘防治战略指南

$

È24

&建议#哮喘治疗首选吸入性药物#需坚持长期)持续)规

范的治疗原则'

6

(

*然而国内外儿童吸入用药依从性均小于

6%[

'

)./

(

*用药依从性差导致哮喘急性加重且反复发作#增加

儿童病死率#严重影响其身心健康'

(.$$

(

*

1%$$

年全国慢病预防

控制工作规范指出#应在门诊常规开展慢病健康咨询)健康宣

教等工作*因此#加强哮喘儿童健康管理#提高用药依从性是

长期有效控制哮喘的关键'

$1

(

*电子医疗应用程序$

4BB

&用于

慢病健康管理#其在疾病预防与监控)慢病自我管理)提高依从

性等方面有积极作用#广泛受到患者接受和认可'

$'.$0

(

*哮喘

管家
4BB

是专门服务于哮喘患者自我管理与用药监控软件#

可提高用药准确率#改善哮喘症状*本研究通过分析哮喘用药

依从性低的原因#引入哮喘管家
4BB

进行干预#促进用药规

范#提高吸入用药依从性#帮助其早日康复#改善生存质量*

B

!

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采用方便抽样方法#选取
1%$)

年
$

月
$1_

$)

日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门诊就诊的哮喘儿童*根

据/儿童支气管哮喘诊断与防治指南0$修订&标准'

$

(

!$

$

&确诊

为支气管哮喘的儿童%$

1

&年龄
1

!

$0

岁#正在使用吸入性哮喘

药物%$

'

&家长知情同意#自愿参与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

$

&患者有严重的脑损伤或智力缺陷%$

1

&家长因认

知功能受限或其他原因无法按要求完成研究#不熟悉上网基本

操作%$

'

&研究期间儿童或监护人自动要求退出*最终纳入

$1-

例哮喘儿童#其中男
/%

例$

)'[

&#女
0-

例$

'-[

&%年龄平

均$

0&6/e1&%)

&岁%哮喘极轻
$$

例$

/&))[

&#轻度
0/

例

$

'-&/%[

&#中度
6$

例$

0%&$)[

&#重度
$-

例$

$'&'([

&%来源

地!城市
)-

例$

6'&%%[

&#农村
)%

例$

0-&%%[

&%由父母照顾

$$'

例$

//&(/[

&#祖父母照顾
$0

例$

$$&%1[

&%照顾者文化程

度!小学
$0

例$

$$&%1[

&#初中
'/

例$

1(&(1[

&#高中
$0

例

$

$$&%1[

&#专 科
'/

例 $

1(&(1[

&#本 科 及 以 上
1'

例

$

$/&$$[

&*本研究通过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伦理委员

会审查并批准*

B&C

!

方法
!

家长填写支气管哮喘用药依从性调查问卷#评估

哮喘儿童用药依从性)吸入装置使用是否正确)对哮喘了解程

'-%$

重庆医学
1%$-

年
'

月第
0)

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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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等#随后指导家长下载并使用哮喘管家
4BB

进行哮喘用药

管理*

B&C&B

!

成立门诊哮喘干预协作组
!

协作组包括呼吸科主任医

师
$

名)哮喘专科护士
$

名)门诊护士
$%

名)研究生
$

名*由

儿童医院组织#邀请呼吸科专家及哮喘专科护士#对门诊护士

进行哮喘常见症状)吸入用药方法等培训#通过统一考核并颁

发合格证书*

B&C&C

!

研究工具
!

$

$

&支气管哮喘用药依从性调查问卷#采用

田秀庆等'

$6

(翻译的支气管哮喘用药依从性调查问卷#问卷共

包括
$%

个条目#采用
H#X;<>6

级评分法#分数越高#依从性越

好*最终取
$%

个条目的平均分#

)

0&6

分为依从性好#

%

0&6

分为依从性差*该问卷既有一般性问题#也有哮喘特异性问

题#其
Y<",O:@NR+

&

g%&/-

#内容效度为
$&%%

#结构效度较

好'

$)

(

*$

1

&哮喘管家
4BB

$上海朔茂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开发&*

共包括首页)患友社区)问医生)记录和药房
6

个模块*各模块

功能简介#$

$

&首页!哮喘防治必修课#主要是哮喘专家发布哮

喘预防)用药及治疗中出现的共性问题#便于使用者阅读)提高

家长及患者的哮喘防治知识%用药视频教程#主要是常用吸入

性哮喘药物$信必可都保)万托林)舒利迭等&与吸入装置的使

用方法#患者或家长可随时查看视频教程学习正确的吸入方

法%名医堂#来自全国的哮喘专家在线指导哮喘治疗和预防方

案%在线用药指导#可上传使用吸入药物时的视频#护士将反馈

用药动作是否正确#可随时纠正错误方法#保证吸入用法的准

确性%哮喘评估#主要运用
4Y5

"

Y.4Y5

问卷评估哮喘控制水

平#帮助患者"家长及医生了解当前哮喘控制水平#进行个性化

治疗*$

1

&患友社区!所有注册的哮喘管家
4BB

用户均可进行

用药和治疗交流#相互鼓励#促进用药依从性的提高*$

'

&问医

生!用户可随时提问关于症状)服药和设备使用的不解之处#医

生和护士会对问题及时解答%同时#患者或家长也可以看到其

他人的问题与解答#便于更好地了解哮喘知识*$

0

&记录!可记

录每天用药情况)流速机峰值哮喘症状$如咳嗽)呼吸困难)睡

眠)活动情况&等#便于监测与追踪*$

6

&药房!主要是哮喘药物

的网上购买#方便患者购买药物*

B&C&D

!

干预措施

B&C&D&B

!

组织培训
!

邀请本院呼吸科专家和哮喘专科护士对

门诊护士进行哮喘相关知识的培训#包括哮喘常见症状)用药

依从性差的危害及并发症等%请哮喘吸入装置研发公司人员对

本院门诊护士进行吸入装置正确使用方法培训%请哮喘管家

4BB

负责人对
4BB

的使用进行培训#现场示范用法*培训为

期
1

周#结束后由本院组织考核#合格者方可上岗%对未能完全

掌握使用方法的医务人员进行专项培训#直至考核通过*每月

进行追踪督察#评估医务人员哮喘专业知识和吸入装置的掌握

情况%每季度举办
$

次交流会#与哮喘专科护士交流学习#分享

经验#更新知识*

B&C&D&C

!

问卷填写
!

使用前由门诊护士发放自制的基本情况

调查表$包括姓名)性别)年龄)病情程度)来源地)主要照顾者

及文化程度&与支气管哮喘用药依从性调查问卷#护士与家长

以一对一的方式填写问卷#考察家长对疾病知识的了解程度)

哮喘儿童用药依从性)吸入装置使用是否正确等情况#填写完

成后当场回收以保证问卷的有效性*

B&C&D&D

!

引入哮喘管家
4BB

进行哮喘用药追踪管理
!

制作

哮喘管家
4BB

下载二维码和功能简介宣传单#由门诊护士在

哮喘儿童就诊时发放给家长#帮助和确认家长用手机扫描二维

码下载并安装
4BB

#指导家长注册)完善个人信息并绑定用

户*注册成功后现场示范并教会患者或家长使用
4BB

的方

法#以便其从
4BB

获得哮喘药物使用方法和记录患者用药情

况#便于追踪患者用药情况和使用方法是否正确*患者可学习

哮喘防治必修课)观看用药教程#通过上传吸入用药方法及时

纠正患者错误使用方法#提高吸入性用药的正确使用率*还可

填写儿童哮喘控制测试问卷$

4Y5

"

Y.4Y5

&问卷评估哮喘的

控制情况#帮助医生和家长了解当前哮喘控制水平#提供个性

化的吸入方法和用药指导*

B&C&D&E

!

医护患沟通方式多元化
!

建立哮喘儿童档案#每周

进行电话随访%建立哮喘儿童交流家园
^̂

群#家长可在
^̂

群里提问或交流#由呼吸科专家或护士解答%每季度开展哮喘

知识讲座#鼓励患者坚持用药*

B&C&E

!

效果评价

B&C&E&B

!

哮喘急性发作次数)哮喘控制及药物吸入方法掌握

情况
!

门诊哮喘儿童参与研究的第
'

个月复查时由门诊护士

统一发放并指导家长填写支气管哮喘用药依从性调查问卷#收

集问卷评分)哮喘急性发作次数)哮喘控制及药物吸入方法掌

握情况*

B&C&E&C

!

肺通气功能
!

采用肺功能仪进行检测#检测由本院

肺功能室专人操作#于
4BB

使用前和使用后
1

个月进行*先

向患儿解释和示范#使患儿能完全掌握测试的方法和步骤#反

复检测
'

次#取最佳的
$

次结果记录*因不同年龄)性别)体质

的儿童肺功能正常预计值有所不同#因此选取第
$

秒用力呼气

量占预计值的百分比$

3Fh$[

&和最大呼气峰流速占预计值的

百分比$

BF3[

&作为观测指标'

$)

(

*

B&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双人录入和复核将数据录入
FZ@;Q

表#运用
?B??$(&%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
JeB

表

示#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
!

1 检验#以
!

%

%&%6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结
!!

果

!!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1-

份#回收
$1-

份#有效回收率为

$%%[

*调查发现吸入用药依从性低的前三位原因是!$

$

&在做

一些对呼吸困难的事情之前#我不会使用哮喘药物%$

1

&我会忘

记吸入哮喘药物%$

'

&我会自己停用哮喘药物一段时间*使用

哮喘管家
4BB

后
$1-

例哮喘儿童急性发作次数大幅度下降#

药物吸入方法掌握正确且熟练#肺功能及用药依从性有很大

提高*

C&B

!

使用前后肺功能情况见表
$

*

表
$

!!

使用前后肺功能情况对比

时间
3Fh[ BF3[

使用前
-1&6'e1&0' )6&%1e/&%1

使用后
(0&06e1&(1 /(&$%e)&%)

+ _)%&1/ _1)&(-

! %&%% %&%%

C&C

!

使用前后用药依从率比较
!

4BB

使用前后哮喘儿童用

药依从性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1

g0-&0$

#

!

%

%&%6

&#见

表
1

*

表
1

!!

4BB

使用前后用药依从性比较

时间 依从性好人数$

'

& 依从性$

[

&

改善前
'' 16&-/

改善后
// )/&-6

D

!

讨
!!

论

!!

儿童哮喘发病率高)用药依从性差#缺乏有效管理#导致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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喘儿童病情反复#增加了病死率*为期
1

个月的喘管家
4BB

使用#调查发现#使用率为
01&$/[

#哮喘儿童吸入用药依从率

由
16&-/[

提高至
)/&-6[

#患者及家属相关知识知晓率由

16[

提升至
)6[

*表明哮喘管家
4BB

可有效提高患者及家

长的认知水平#提高用药积极性)科学性)安全性#有助于改善

患者的哮喘症状和肺功能#可作为促进儿童哮喘用药依从性监

控工具*

传统宣教方法导致吸入用药依从性低的原因有!门诊就诊

人数多#传统宣教方法单一#患者容易遗忘#且未做到人人宣

教%患者年龄小#经常更换照护人#常常忘记用药#需要相关设

备进行追踪与提醒%治疗时长#费用高#担心药物副作用#家长

或患者会停用哮喘药物#导致疾病加重或反复*手机
4BB

安

装方便#网络通信传输速度快)更新快#能快速地将哮喘相关知

识传送到用户手中*因此引入哮喘管家
4BB

#通过视频)图

片)文字相结合的方式对患者进行健康宣教%患者可
10N

发布

问题或留言#医护人员会及时回答疑问#患者不用到医院进行

健康咨询#只需低廉的上网费用即可获得高质量的疾病相关知

识#降低费用的同时提高了疾病相关知识知晓率*家长或患者

运用哮喘管家
4BB

记录用药情况)症状及峰流速值进行病情

监控#

4BB

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提供个性化的指导和建议#

定时发送通知#提醒患者按时用药)复诊#提高了治疗效果#促

进哮喘儿童的康复*

哮喘管家
4BB

改变了传统的就医模式和健康教育模式#

促进家长和患者哮喘用药知识及依从性的提高#有效提高医院

及医务人员的工作效率#受到患者的广泛认可#值得在全国范

围内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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