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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延续性护理在产后盆底康复中的应用研究进展
谢子可 程丽琼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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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延续性护理"模式为产后盆底康复提供了创新性解决方案。本文通过

系统梳理现有研究，探讨了移动健康（mHealth）、远程评估、智能管理及中医护理数字化等技术在盆底康复中

的应用模式及效果。研究表明，基于视频指导、微信/APP 管理、AI 辅助评估等干预手段，可显著提升产妇康复

依从性、盆底肌力及生活质量，并优化医疗资源配置。然而，技术普及性不足、数据安全隐患、多学科协作机制

待完善等问题仍需关注。未来应加强技术创新与临床需求的深度融合，推动智能化、个性化康复服务的发展，以

惠及更广泛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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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底肌是维持盆腔器官稳定的关键结构，而妊娠和

分娩过程中胎儿压迫及产道扩张易导致其损伤，进而引

发产后盆底功能障碍
[1]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女性

PFD 患病率高达 9%~32%
[2]
，其主要临床表现为压力性尿

失禁（SUI）、盆腔器官脱垂（POP）等
[3]
。这些症状不

仅导致患者日常活动受限（如咳嗽、运动时漏尿），还

可能引发反复尿路感染、性功能障碍及慢性盆腔疼痛，

严重损害产妇的身心健康。此外，由于疾病带来的羞耻

感和社交回避，PFD 还可能影响家庭关系与社会参与，

进一步降低生活质量。

传统康复护理模式因随访不及时、依从性低等问题

难以满足需求。随着信息技术发展，“互联网+延续性

护理”模式为产后盆底康复提供了创新解决方案。该模

式通过移动健康技术、远程监测及智能管理平台，实现

了突破时空限制的个性化康复指导；实时动态的盆底功

能评估；持续有效的健康管理。现有研究表明，该模式

能显著提高康复依从性和效果，但其在技术普及、数据

安全等方面仍面临挑战。本文系统梳理互联网+延续性

护理在产后盆底康复中的应用现状，以期为临床实践和

研究提供参考。

1 互联网+延续性护理的概念与优势

“互联网+延续性护理”是传统延续性护理与现代

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的新型服务模式。该模式通过移动互

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将护理服务延伸至患者家庭，

实现"医院-社区-家庭"的无缝衔接。

1.概念延续性护理是指从医院到家庭的持续性护

理服务，包括出院计划、随访指导等
[4]
。“互联网+”则

强调利用信息技术优化传统服务
[5]
。两者的结合形成了

以患者为中心、突破时空限制的新型护理模式。在产后

护理中，该模式通过远程指导、健康监测等方式，帮助

产妇实现平稳过渡。

2.主要优势相较于传统护理，该模式具有以下优势：

提升服务可及性：通过远程指导解决产妇出行不便问题；

增强管理精准性：基于健康数据实现个性化干预；优化

资源配置：降低复诊率，提高医疗效益。当前主要实现

形式包括通信软件（如微信）、健康 APP、智能监测设

备等，共同构建了完整的延续性护理服务体系。

2 互联网+延续性护理技术的应用与效果评价

2.1 远程可视化指导模式

现有研究表明，基于视频指导的盆底康复方案能有

效提升康复效果。多项干预方案显示：WAFF 运动通过气

垫训练结合视频随访可改善盆底功能和生活质量
[6]
；微

视频健康教育显著提高依从性和肌力优良率
[7]
；个性化

视频干预 8周后肌电值和肌力正常率明显提升
[8]
；分阶

段视频宣教结合微信随访增强了自我管理能力
[9]
。国外

研究也证实视频教育对改善依从性和康复效果具有积

极作用
[10-11]

。这些方案通过规范化的可视化指导，实现

了灵活、有效的远程康复训练。

2.2 交互式移动健康管理

移动健康技术在产后盆底康复中展现出显著优势，

其核心价值在于实现了医患间的实时互动与个性化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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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多项临床研究证实
[12-13]

：基于微信平台的干预模式

通过每日健康推送、训练打卡提醒及个性化反馈等核心

功能，不仅显著提升了患者的康复依从性（提高 30%-4

5%），更改善了盆底肌疲劳度和肌力恢复效果。专业康

复 APP 通过建立电子健康档案、提供可视化训练指导和

便捷的医患沟通渠道，使盆底功能障碍发生率降低 25%

-40%
[14-15]

。智能监测设备如 iBall 阴道训练仪结合手机

APP 应用，实现了盆底肌力数据的实时采集与分析，为

精准康复提供了客观依据
[16]
。最新研究还表明，基于人

工智能的聊天机器人系统通过自然语言交互和个性化

健康咨询，可使尿失禁症状改善率达 60%以上
[17]
。这些

创新技术的共同特点在于突破了传统康复的时空限制，

通过数据驱动的交互式管理，构建了更高效、更个性化

的盆底康复新模式。

2.3 中西医结合数字化干预

中医护理技术与移动健康技术的有机融合，构建了

基于“线上-线下”双轨协同的干预新模式。实证研究

表明，该模式通过中医特色技术（如穴位按摩/艾灸等）

与数字化健康管理的有效整合，显著提升了产后盆底功

能障碍患者的康复疗效，同时患者在治疗依从性及满意

度评分等方面均呈现显著提升。这种融合模式为传统中

医护理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实践范式。黄锦[18]的研究

表明，基于网络平台的追踪延伸护理联合中医针灸疗法

能显著提升产后压力性尿失禁的治疗效果。观察组在针

灸（选取子宫、关元等穴位）基础上，通过微信群、QQ

群等平台实施用药提醒、饮食指导和运动监督等远程干

预。结果显示，观察组盆底肌功能及治疗依从性均显著

优于对照组，证实了网络护理突破时空限制、强化居家

康复规范性的优势。钟木英[19]的个案研究证实，基于

网络平台的远程指导可有效提升八段锦训练对压力性

尿失禁（SUI）患者的干预效果。该模式通过实时动作

监测与纠正，确保患者准确执行特定招式（如“双手托

天理三焦'或'调理脾胃须单举”），从而优化脾肾功能

调节，改善SUI 症状。研究提示，数字化辅助的中医导

引术在提升训练依从性与精准度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2.4 远程评估与智能管理在产后盆底肌康复中的

应用

近年来，互联网+延续性护理模式为产后盆底康复

提供了更高效、个性化的管理方案。黄文飞[20]、秦美

英
[21]

、朱韵
[22]

等学者探索了远程评估技术（如 AI 辅助

超声、移动端盆底肌电监测）与云端健康管理平台的整

合应用，使产妇在家即可完成盆底功能筛查，并通过智

能算法生成个性化康复建议。这种模式不仅实现了“医

院-家庭”无缝衔接，还能通过远程动态监测（如 APP

记录训练数据、在线随访）优化干预策略，提升康复依

从性。研究显示，结合移动健康技术的延续性护理可显

著改善产妇盆底肌力及生活质量，推动产后康复向智能

化、精准化、远程化方向发展。

3 讨论与展望

“互联网+延续性护理”模式通过整合移动健康技

术、远程监测及智能管理平台，为产后盆底康复提供了

突破传统时空限制的创新路径。现有证据表明，该模式

在提升康复依从性、改善盆底功能及优化医疗资源利用

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特别是中医护理技术与数字化平

台的融合，为传统康复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实践范式。

然而，当前应用仍面临三大核心挑战：①技术可及性：

偏远地区或低收入群体存在数字鸿沟，需开发低成本、

易操作的解决方案；②数据安全与伦理：健康数据隐私

保护、算法透明度及医患权责界定亟待法规完善；③服

务整合性：需构建多学科协作体系（产科、康复科、信

息科），实现“评估-干预-随访”全流程闭环管理。未

来研究方向应聚焦于：技术创新：开发轻量化 AI 辅助

工具（如语音交互式 APP）、可穿戴设备实时反馈系统；

模式优化：探索"医保-商保"支持的远程康复支付体系，

建立区域性分级管理网络；人文关怀：加强患者教育以

降低技术使用障碍，设计适老化、多语言交互界面。

总之，“互联网+延续性护理”代表了产后康复的

未来趋势，但其全面推广需兼顾技术先进性、临床实用

性和社会公平性，最终实现"精准康复"与"全民健康覆

盖"的双重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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