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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通过系统评价和整合老年人对移动健康采用意向的质性研究，探索老年人对使用移动健康的意

向和影 响 因 素，为 解 决 老 年 人 移 动 健 康 使 用 困 境 提 供 建 议。方 法 计 算 机 检 索 ＰｕｂＭｅｄ、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ＥＭｂａｓｅ、ＣＩ－
ＮＡＨＬ、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ＮＫＩ、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ＣＢＭ）中相关的质性研究或混合研究中的质性研究部分，

检索时间均为建库至２０２２年５月１０日。采用澳大利亚ＪＢＩ循证卫生保健中心质性研究质量评价标准评价文献质

量，利用汇集性 Ｍｅｔａ整合法对纳入文献中各项质性研 究 结 果 进 行 重 新 分 类，诠 释 内 涵 后 汇 总 成 新 类 别，最 后 将 新

类别进行有效整合，得到整合结果。结果 共纳入９篇质性研究，提炼出２５个研究结果，归纳为８个类别，整合为２
个结果：老年人移动健康采用意向不一；采用意向及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结论 虽有少部分老 年 人 积 极 接 纳 移 动

健康或其他技术，但多数对移动健康采用态 度 不 够 积 极，影 响 因 素 复 杂。因 此，我 们 需 通 过 社 会 宣 传、老 年 人 电 子

健康素养培养、促进设备适老化等途径进行改善。

　　关键词　老年人；　移动健康；　采用意向；　质性研究；　循证护理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ｍｏｂｉｌ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ｄｏｐｔ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ｃａｒｅ

　　中图分类号：Ｒ４７３．５９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１６８２１／ｊ．ｃｎｋｉ．ｈｓｊｘ．２０２３．１１．００５

　　第７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１
月，我国６０岁及以上人口已达２．６４亿，占总人口 的

１８．７０％［１］，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移动医疗、居家护

理等 服 务 是 老 龄 化 社 会 的 刚 需，当 务 之 急 是 提 供 高

效、全面的护理服务［２］。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及

人们健康需求的改变，移动健康服务的智能化得到了

发展。移 动 健 康（ｍｏｂｉｌｅ　ｈｅａｌｔｈ，或 ｍＨｅａｌｔｈ），即 通

过手机等可移动电子设备，提供卫生服务并管理患者

个人相关信息［３］。《“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纲要》［４］带

来了健康医疗的发展机遇，各类社会资本涌入医疗领

域，也带来健康医疗的发展动 力，疫 情 的 常 态 化 更 是

催生了一系列移动健康技术，老年人的数字鸿沟则愈

发明显［５－６］。目前，移动健康在糖尿病、心血管等患者

的慢病管理中具 有 显 著 效 果［７－８］，但 是 由 于 老 年 人 自

身一些原因［９］，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对移动健康的使

用。因此，为了全面地了解老年人对于移动健康的采

用意向及影响因素，从而为促进老年人移动健康的采

用提供全面、可靠的依据，本文 通 过 对 老 年 人 使 用 移

动健康意向的质性研究进行整合，了解老年人对于移

动健康使用的态度和意愿，并探索分析促进或阻碍其

使用移动健康的影响因素，为解决老年人应用移动健

康困境，弥合老年人数字鸿沟提供方案。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文献检索策略　在中国知网（ＣＮＫＩ）、中国生物

医学 文 献 数 据 库（ＣＢＭ）、ＰｕｂＭｅｄ、ＣＩＮＡＨＬ、ＥＭ－
ｂａｓｅ和Ｃｏｃｈｒａｎｅ图书馆检索已发表的中英文文献，检
索时限均从建库至２０２２年５月１０日。英文检索词包

括 “Ａｇｅｄ［ＭｅＳＨ］，ｅｌｄｅｒ　ｐｅｏｐｌｅ，ｓｅｎｉｏｒ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ｏｌｄ
ｆｏｌｋｓ，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ｏｌｄ　ｐｅｏｐｌｅ，ｏｌ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Ｔｅｌ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ＭｅＳＨ ］，Ｔｅｌｅｈｅａｌｔｈ，ｍｏｂｉｌ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ｍＨｅａｌｔｈ，ｅＨｅａｌｔｈ”“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ＭｅＳＨ］，ｅｘｐｅｒｉｅ－
ｎｃｅ，ｆｅｅｌｉｎｇｓ，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ｄｅｍａｎｄ，‘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
ｔｉｏｎ’，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ｏｐｉｎｉｏｎ＊”“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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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ＳＨ］，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ｍｉｘ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等。中文检索词包括“老年人”“互联

网＋护理、移动健康、智慧医疗、智慧养老、居家养老”
“体验、感受、态度、意向”“质 性 研 究，定 性 研 究，混 合

研究”等。检索策略采用主题词与自由词相结合的方

式，计算机检索和手动检索相 结 合，不 断 补 充 同 义 检

索词，必要时检索参考文献，尽量获得全面的信息，以

ＰｕｂＭｅｄ为例的检索式，见框１（扫后文二维码获取）。

１．２　文献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１）Ｐ（ｐｏｐｕ－
ｌａｔｉｏｎ）研 究 对 象。老 年 人（年 龄≥６０周 岁）。（２）Ｉ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感 兴 趣 的 现 象。老 年 人 对

移动健康的采用意向，使用对移动健康使用态度的影

响因素。（３）Ｃｏ（ｃｏｎｔｅｘｔ）情 境。居 家 养 老 或 机 构 养

老。（４）Ｄ（ｄｅｓｉｇｎ）研 究 方 法。质 性 研 究，包 括 以 现 象

学、扎根理论、描述性研究、叙事研究、民族志研究等为

方法论的各类质性研究文献。排除标准：（１）未能获取

全文的文献。（２）非中英文语言发表的文献。（３）重复

发表或信息不完整的文献。

１．３　文献筛选与资料提取　由２名经过质性研究系

统学习的研究生独立进行文献筛选和资 料 提 取 并 进

行双人核 对，若 出 现 分 歧，则 由 第３名 研 究 者 判 定。

使用ＮｏｔｅＥｘｐｒｅｓｓ软件 对 检 索 获 取 的 所 有 文 献 进 行

查重和初筛，排除重复发表的 文 献，然 后 对 题 目 和 摘

要进行阅读分析，再次筛除不符合纳入标准及与主题

无关的文献，仔细阅读全文确定最终纳入文献。资料

提取内容包括：作 者、发 表 年 份、国 家 或 地 区、研 究 方

法、研究对象、感兴趣的内容及主要研究结果。

１．４　文献方法学质量评价　本研究中的质性研究文

献质量评价由２名经过循证培训的研究生独立完成，

意见不统一时由第３方评定。采用２０１６年澳大利亚

ＪＢＩ循证卫生保健中心质性研究质量评价标准［１０］，评

价内容包括１０项，每项内容均以“是”“否”“不 清 楚”

或“不适用”来评价。若全部满足上述标准，则发生偏

倚的可 能 性 最 小，定 为 Ａ级；若 部 分 满 足 上 述 标 准，

则为中度偏倚，定为Ｂ级；若全部不满足上述标准，则
发生偏倚的可能性较高，定为Ｃ级。如果在进行独立

评价后出现结果不同的情况，则２名研究人员探讨后

达成共识。如果探讨后仍然无法达成共识，则需请第

３方参与仲裁。最终，排 除Ｃ级 文 献，纳 入 Ａ级 与Ｂ
级文献。

１．５　资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 ＮＶｉｖｏ　１１ｐｌｕｓ软

件，运 用 汇 集 性 整 合 对 纳 入 的 质 性 研 究 结 果 进 行 归

类、整合［１１］。与其 他 整 合 方 法 相 比，汇 集 性 Ｍｅｔａ整

合方法更适用于分析不同类 型 的 质 性 研 究 结 果。研

究者在理解各质性研究的哲学思想和方 法 论 的 前 提

下，反复阅读原始文献，充分提 取 研 究 结 果 并 解 释 其

含义，将相似结果进行组合归纳，整理形成新的类别，

再将新类别归纳为整合结果，以此得到新的更具概括

性的解读。

２　结果

２．１　文 献 检 索 结 果　根 据 检 索 策 略，初 步 检 索 到

２　２１６篇 文 献，通 过 文 献 追 溯、查 重 和２轮 筛 查，最 终

纳入９篇文献，其中５篇为现象学研究，２篇为描述性

质性研究，２篇为扎根理论研究，文献筛选流程图，见

图１。纳入文献的基本特征，见表１。纳入文献方法学

质量评价，见表２。

图１　文献检索流程图

２．２　Ｍｅｔａ整合结果　研究者根据９篇质性研究，提

炼出２５个研究结果，归 纳 为８个 类 别 并 整 合 为２个

整合 结 果。纳 入 研 究 整 合 结 果 结 构

图，见图２，扫二维码获取框１和图２。

２．２．１　老年人移动健康采用意向（老

年人移动健康采用意向不一）

２．２．１．１　类别１：主动接纳　一小部分人认为移动健

康值得一试：“但如果有什么东西能让 生 活 变 得 更 轻

松，为什么不呢？在我这个年纪，是时候尝试了”［１３］。

同时，多数老年人认为这是一种关怀和福祉：“生活水

平越 来 越 高 了，老 年 人 可 以 享 受 科 学 技 术 的 成

果”［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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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纳入文献基本特征

　纳入研究
发表

年份

研究对象来源
（地区／国家） 　研究方法 研究对象 感兴趣的现象 研究结果

Ｍａｒｇｏ　Ｌ等［１２］２０２１ 中国香港 描 述 性 研 究 一

对一访谈

社 区 中 心 老 年 人
（ｎ＝１７）

影响 老 年 人 对 移 动 健 康

技术的意向的原因
４个主题：获 取 和 使 用 移 动 健 康 设

备的体验；健康相 关 信 息 的 呈 现 形

式；移 动 健 康 设 备 的 优 势；使 用 数

字设备的挑战

Ｈｅｎｋ等［１３］ ２０２０ 瑞士　　 扎根理论一对一

访谈焦点小组

居 家 养 老 老 年 人
（ｎ＝６８）

影响 老 年 人 对 居 家 技 术

意向的因素
３个主题：老 年 人 居 家 养 老 技 术 的

有用 性 和 意 义；技 术 易 用 性；居 家

养老技术的可接受性

Ｔａｅ等［１４］ ２０２１ 韩国　　 现 象 学 分 析 半

结构化访谈

公寓老年人
（ｎ＝９）

影响 老 年 人 智 慧 养 老 意

向的原因
４个主 题：感 知 舒 适 度；感 知 可 用

性；感知隐私；感知到益处。

Ｋａｒｅｎ　Ｌ等［１５］ ２００８ 美国　　 扎 根 理 论 焦 点

小组访谈

养 老 机 构 老 年 人
（ｎ＝１４）

影响 老 年 人 采 用 智 能 家

居技术意向的因素
２个主题：隐 私 顾 虑 不 如 他 们 对 技

术需求的感知重要（愿 意 采 用 智 能

家居技 术）；影 响 智 能 家 居 技 术 需

求感知的因素。

Ｌｉｎｅ等［１６］ ２０２０ 瑞典　　 现 象 学 分 析 半

结构化访谈

有 认 知 障 碍 的 老

年人（ｎ＝１８）
认知 障 碍 老 年 人 对 移 动

健康 的 认 知 及 其 对 健 康

相关生活质量的影响

３个主题：需要技术素养；保持社交

互动；促进独立生活

Ｍｉｃｈａëｌ等［１７］ ２０１６ 荷兰　　 现 象 学 分 析 焦

点小组访谈

居 家 养 老 老 年 人
（ｎ＝６）

老年 人 对 居 家 老 龄 化 技

术的立场
４个主 题：老 年 人 的 需 求 和 愿 望 在

技术开发和部署过程中得到优先考

虑；该技术被老年人接受；该技术为

老年人提 供 益 处；老 年 人 使 用 该 技

术的有利先决条件存在

Ｃｏｒｎｅｌｉｓ等［１８］ ２０１８ 荷兰　　 现 象 学 分 析 半

结构化访谈
６５岁 以 上 老 年 人
（ｎ＝１５）

社区 老 年 人 接 受 远 程 保

健的前提条件
５个主题：老 年 人 自 我 效 能 和 数 字

素养；使 用 技 术 的 障 碍；以 前 的 经

验和使用频率；支 持 来 源 和 便 利 条

件；绩效预期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等［１９］ ２０１９ 美国　　 现 象 学 分 析 半

结构化访谈

患 有 慢 病 的 老 年

人（ｎ＝２４）
老年 慢 病 患 者 移 动 健 康

使用 意 图 和 使 用 行 为 的

影响因素

４个主题：老年人电脑焦虑；计算机

自 我 效 能；感 知 有 用 性；感 知 易

用性

Ｈｕａｎｇ等［２０］ ２０２１ 中国　　 描 述 性 研 究 半

结构化访谈

社 区 居 家 老 年 人
（ｎ＝１９）

社区 老 年 人 对 特 定 形 式

的智 慧 养 老 护 理 平 台 的

采用意向及影响因素

４个主题：老年技术采用意向；社会

－人口因素；资源因素；需求因素

表２　纳入文献方法学质量评价

　纳入文献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质量等级

Ｍａｒｇｏ　Ｌ等［１２］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是 是 Ｂ
Ｈｅｎｋ等［１３］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是 是 是 Ｂ
Ｔａｅ　Ｈｅｅ　Ｊｏ等［１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是 是 Ｂ
Ｋａｒｅｎ　Ｌ等［１５］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是 是 是 Ｂ
Ｌｉｎｅ等［１６］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是 是 是 Ｂ
Ｍｉｃｈａëｌ等［１７］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是 否 是 Ｂ
Ｃｏｒｎｅｌｉｓ等［１８］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是 是 是 Ｂ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等［１９］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否 是 Ｂ
Ｈｕａｎｇ等［２０］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是 是 是 Ｂ

　　注：①哲学基础与研究方法是否一致；②方法学与研究问题或研究目标是否一致；③方法学与资料收集方法是否一 致；④方法学与资料的

代表性及资料的分析是否一致；⑤方法学与结果阐释是否一致；⑥是否从文化背景、价值观的角度说明研究者自身的状况；⑦是否阐述了研究

者对研究的影响；⑧研究对象是否具有典型性，是否充分代表了研究 对象及其观点；⑨研究是否符合当前的伦理规范；⑩结论的得出是否源于

对资料的分析和阐释。

２．２．１．２　类别２：技术冷漠　部分老年人也在犹豫是

否采用：“我 需 要 它 吗”［１５］，又 或 者 不 以 为 然：“我 认

为，如果我身体有更多的问题，或者我有更多的问题，

那使用我的健康管理器会很好，但是我从不生病。当

然，我希望永远不发生什么事情”［１９］。

２．２．１．３　类别３：反感抵制　少数人对移动健康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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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非常 反 感：“今 天，我 不 认 同 的 是 互 联 网。它

会毁灭这个星球。就 是 这 样，不 管 怎 样，因 为 它 是 如

此的危险，尤其是因为那些非 常 了 解 它 的 人，他 们 可

以夷平整个世界。所 以，我 对 互 联 网 真 的 不 感 兴 趣；

所以我对电脑也不感兴趣”［１３］；亦或是排斥：“因为所

有这些…这些现代技术，以及 所 有 的 一 切，我 都 不 感

兴趣。因为和我过去的生活一点都不搭”。

２．２．２　采用意向影响因素（采 用 意 向 影 响 因 素 呈 现

多元化）

２．２．２．１　类别４：个人习惯及经验　移动设备的使用

习惯，如老年人通常使用手机来做什么：“我只用它打

电话和接电 话 或 者 玩 游 戏”［１２］“是 的，我 经 常 给 我 的

医生发电子邮件”“我特别喜欢查看我的测试结果，找

出这些 测 试 的 目 的，以 及 是 否 有 我 需 要 关 注 的 事

情”［１９］“我觉得 我 现 在 的 生 活 非 常 舒 适，我 不 想 给 自

己增加额外的负担”［２０］。比起数字设备，传统的健康

信息资源，如讲座、小 册 子 和 海 报，仍 然 更 常 被 使 用，

这取决于老年人对健康信息呈现形式 的 偏 好：“内 容

很容易理解，有 吸 引 人 的 颜 色 和 清 晰 的 字 体”“图 片

帮助我们理解内容”［１２］，也有部分老年人感觉到技术

冗余：“特 定 技 术 是 多 余 的，因 为 已 经 有 了 其 他 系

统”［１５］。

２．２．２．２　类别５：感知需求　例如，感知到设备是舒

适的：“现在的老一辈人从小就习惯在手腕上戴东西，

所以现在在手腕上戴这个可穿戴的ＢＬＥ信号浮 标，

没有任何负担”［１４］；亦或是存在个人健康的需求，“我

经常遭受失眠的困扰，而智能床垫可以与我的手机的

应用程序，帮 助 我 了 解 我 每 天 晚 上 的 睡 眠 情 况”［２０］；

又或者认为移动健康可以促进社交“不 管 我 做 什 么，

我总是带着它，实 际 上 总 是 这 样。所 以，我 很 容 易 找

到。”［１６］；也有人 考 虑 自 己 的 获 益 程 度：“我 已 经 在 想

我需要什么了，我要做什么，所以大约１０年后……为

了能尽可能 长 时 间 住 在 家 里，我 需 要 什 么”［１８］可 见，

将移动健康视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从而支持独立生

活，有益于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提高。

２．２．２．３　类别６：电子健康素养　其影响来自于自我

效能和数字素养：“但是我注意到我不 太 擅 长 电 子 设

备，所以这个任务必须进行得非常慢”［１８］）；计算机自

我效能：“我和电脑都有问题。就像，呃……可能只是

没有使用电脑的经验。我的意思是，它不像进入网站

之类的 那 么 容 易”［１９］；以 及 电 脑 焦 虑：“如 果 可 能 的

话，我只在我的２个孩子中有１个和我在一起的时候

使用”［１８］）。

２．２．２．４　类别７：资源可及性　受儿孙、医护人员等

的影响：“我儿子给了我这个手机；我不想要它。他对

我说，‘这 很 容 易，不 管 怎 样，给 你’［１３］：；社 会 资 源 同

样也会影响 老 年 人 移 动 健 康 的 使 用：“ＳｅｎｉｏｒＷｅｂ真

的很重要，但我想知道人们是否会采取这一步骤……

对我来说，看到包括我自己在 内 的 我 的 家 人、兄 弟 姐

妹遇到同样的障碍真是令人惊讶”［１８］，相关论坛的开

展也会激发老年人使用的积极性；国家政策和社区资

源也会影响老年人的意向：“如果这是 我 们 国 家 未 来

的趋势，那么政府应该考虑如何帮助低收入的老年人

承担这些费用”“如果我住在城市，一 切 都 很 好，但 如

果我回到农村，那我就不得不放弃”［２０］。

２．２．２．５　类别８：技术或设备特性　技术有用性：“我
患糖尿病已经有１０年了，我 开 始 使 用 一 些 普 通 的 应

用程序，这是记录我血糖水平 的 一 种 方 式，正 因 为 如

此，我从来没有糟 糕 过。我 感 到 更 安 全，因 为 我 知 道

我的血糖水平如何随时间变化”［１６］，技术易用性：“我

很难看清。我能看 懂 的 大 字 体。但 是 我 必 须 使 劲 才

能看清那些小字。好 像 还 不 够 黑。其 他 人 也 这 么 说

吗”［１９］；可接受性：“是的，还不错，但是我认为就我们

使用它的数 量 而 言，它 太 贵 了”［１３］；优 先 考 虑 老 年 人

的需求和愿望，避免老年人由于担忧自己的需求能否

得到满足而抗拒使用移动健康技术：“从技术上来说，

很难实现这一点…有多少种疾病，有多少种不同的损

伤？想想吧”［１７］）；数字设备的优势：“我们 在ｉＰａｄ上

有更多的自由。我们可以选择 看 我 们 喜 欢 的 任 何 东

西”［１２］）；使用 该 技 术 的 有 利 先 决 条 件 存 在：“技 术 需

要是负担得起的”［１７］）。

３　讨论

３．１　本研究的质量及方法学特点　本研究系统检索

有关老年人对移动健康的看法和使用经验，经过严格

的质量评价后，最终纳入９篇 文 献［１２－２０］，质 量 评 价 均

为Ｂ级，整体质量较高。方法学部分，有５篇为现象

学研究［１４，１６－１９］，仅有２篇扎根理论［１３，１５］和２篇描述性

研究［１２，２０］；该质性研究的 Ｍｅｔａ整合来自结果明确的

原始研究，结果 可 靠；仅 有３篇 文 献［１２，１４，１９］从 文 化 背

景、价值观的角度说明研究者 自 身 的 状 况，并 且 没 有

文章提及研究和研究者之间的双向影响，可能会影响

证据体的可靠性。建议未来 的 质 性 研 究 重 视 这２个

部分的作用，并加以阐释。

３．２　老年人采用意向及影 响 因 素　整 合 结 果 表 明，

只有少数老年人主动接纳移动健康设备或技术，多数

呈现技术冷漠或抵制的态度，原 因 主 要 是 个 人 习 惯，

电子健康素养低，设备适老化 程 度 欠 缺，大 环 境 宣 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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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不够等。我们需从个人、设备和环境的角度提出

策略，促进老年人数字鸿沟的 消 弭，鼓 励 其 对 移 动 健

康的采用。

３．３　促进老年人移动健康采用的策略　数字鸿沟被

用来比喻“信息富裕群”和“信息贫困群”之间接触 信

息技术的差异［２１］，如 老 年 人 同 年 轻 人 对 于 信 息 接 受

存在的差异。为消弭“老年数字鸿沟”，本研究结合数

字鸿沟理论的接入沟、使用沟、知识沟３个方面，针对

社会、技术、个人等提出建议。

３．３．１　促进技术适老发展　接入沟的产生来源于有

无技术或设备，即技术或设备特性。研究［２２］显示：中

老年人移动健康服务 ＡＰＰ的使用率为１４．２％，总体

使用情况不容乐观。根本原因是知晓率低，相关的宣

传不到位。因此，需加大社会宣传力度。结合疫情这

一时代背景，可以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宣传方式，

同时，选择适合且吸引老年人 的 形 式，例 如 线 上 在 微

信、抖音等平台发布科普视频，对 移 动 健 康 进 行 详 细

介绍、讲解；与此同时，线下印发宣传手册、使用指南，

张贴海报，举办讲座等。数字设备的易用性也是影响

老年人使用意向的重要因素。对 于 老 年 人 较 多 使 用

的智能设备及手机应用软件，工信部开展了为期１年

的“互联网 应 用 适 老 化 及 无 障 碍 改 造 专 项 行 动”［２３］，

这表明我国正积极应对老龄化，促进适老化。移动健

康设备的生 产 商 也 应 遵 循“以 人 为 本”原 则，积 极 调

整、优化系统，提升 数 字 设 备 的 易 用 性。打 消 老 年 人

由于技术使用障碍而产生的顾虑。

３．３．２　加强社会助 老 力 度　健 康 需 求、电 子 健 康 素

养及过往经验等导致了使用 沟 的 产 生。提 高 老 年 人

健康意识和电子健康素养，根本路径是通过老年人数

字教育促进老年个体信息素养的养成，从而使其充分

与智能技 术 接 轨［２４］。从 本 研 究 结 果 得 知，老 年 人 应

用困境主要源自过往经验及缺乏对个人 健 康 状 况 的

正确认知。因此，我们一方面要让老年群体正视自己

生理、心理、社会的弱势；另一方面，通过国家、社会组

织的帮扶，促进其建立使用新兴技术的信心。在老年

群体数字素养培训的供给方面，可以构建以政府为主

导、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以社区和养老机构为辅助、社

会第３方组织多方参与的多元主体协同模式［２３］。此

外，老年人使用效果的评价应依据标准化质量指标体

系。国外已形成较完善的上门 护 理 服 务 质 量 评 价 体

系，并在改善患者健康结局、提高护理服务质量、降低

医疗费用等方面起到了促进作用［２５－２６］，我们可以以此

检验帮扶的效果。

３．３．３　缓解个人畏老情绪　数字鸿沟的第３道沟为

知识沟，即辨别和利用信息或技术的能力。一些现实

因素如城市化进程，子女外出 务 工 等，导 致 社 会 上 出

现大量独居老 人［２７］，除 了 上 文 提 到 的 提 升 电 子 健 康

素养，对于这类老年人来说，社会支持往往来自朋友、

同事等朋辈群 体，因 此 朋 辈 影 响 对［２８］促 进 老 年 人 移

动健 康 应 用 有 不 可 忽 视 的 作 用。研 究［２９］显 示：朋 辈

支持对养老工作具有成效。调 查 对 移 动 健 康 持 有 积

极态度的老年人，了解他们愿意使用移动健康的真实

原因，进而通过他们的亲身经历感染同辈群体积极融

入数字世界，正确辨别信息技术，真正实现智慧助老、

智慧用老和智慧孝老，鼓励持观望态度的老年人参与

进来，真正受益于信息化。

４　结论

综上所述，移动健康模式发展的方向虽然仍在探

索中，但其 在 中 国 已 起 到 重 要 作 用［３０］。本 研 究 整 合

结果显示，老年人的顾虑来自电子健康素养低及设备

特性，而 积 极 的 态 度 源 自 于 资 源 可 及 性 和 感 知 到 需

求。因此我们需加大宣传力度，针对不同情况的老年

人推荐最合适的移动健康设 备 或 服 务；同 时，加 强 社

会各部门的合作，推动老年人 数 字 素 养 教 育，优 化 移

动健康设备，促进设备适老化，加 强 移 动 健 康 用 户 隐

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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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Ｊ］．Ｃｕｒｒ　Ｃａｒｄｉｏｌ　Ｒｅｐ，２０１６，１８（１２）：１３０．

［８］　ＳＡＲＷＡＲ　Ｃ，ＶＡＤＵＧＡＮＡＴＨＡＮ　Ｍ，ＡＮＫＥＲ　Ｓ　Ｄ，ｅｔ　ａｌ．Ｍｏ－

ｂｉｌ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Ｉｎｔ　Ｊ　Ｃ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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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ｏｌ，２０１８，２６９：２６５－２７１．
［９］　ＣＺＡＪＡ　Ｓ　Ｊ，ＣＨＡＲＮＥＳＳ　Ｎ，ＦＩＳＫ　Ａ　Ｄ，ｅｔ　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　ｐｒｅｄｉｃ－

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ａ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ＣＲＥＡＴＥ）［Ｊ］．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Ａｇｉｎｇ，２００６，２１（２）：３３３－３５２．

［１０］　胡雁，郝玉芳．循证护理学［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１８．
［１１］　ＬＯＣＫＷＯＯＤ　Ｃ，ＭＵＮＮ　Ｚ，ＰＯＲＲＩＴＴ　Ｋ．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ｙｎ－

ｔｈｅ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ｅｒｓ　ｕｔｉｌｉｚｉｎｇ

ｍｅｔａ－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Ｊ］．Ｉｎｔ　Ｊ　Ｅｖｉｄ　Ｂａｓｅｄ　Ｈｅａｌｔｈｃ，２０１５，１３（３）：

１７９－１８７．
［１２］　ＴＵＲＮＢＵＬＬ　Ｍ　Ｌ，ＪＩＮ　Ｙ，ＹＡＵ　Ａ，ｅｔ　ａｌ．ｍ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ｈｙｐｅｒ－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ｍｏ－

ｂｉｌｅ　ｄｅ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ｏｌｄｅ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ｓｉ－

ｄｅｎｔｓ［Ｊ］．Ｍ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２１，７：４３．
［１３］　ＶＥＲＬＯＯ　Ｈ，ＫＡＭＰＥＬ　Ｔ，ＶＩＤＡＬ　Ｎ，ｅｔ　ａｌ．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ｈｅｌｐ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ｄｗｅｌｌｉｎｇ　ｏｌ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　ｒｅ－

ｍａｉｎ　ａｔ　ｈｏｍｅ：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

ｎｅ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２０，２２（６）：１７９３０．
［１４］　ＪＯ　Ｔ　Ｈ，ＭＡ　Ｊ　Ｈ，ＣＨＡ　Ｓ　Ｈ．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

ｎｅｔ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ｂａｓｅ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ｓｍａｒｔ－ｈｏｍｅ　ｓｙｓｔｅｍ［Ｊ］．Ｓｅｎｓｏｒｓ
（Ｂａｓｅｌ），２０２１，２１（４）：１２８４．

［１５］　ＣＯＵＲＴＮＥＹ　Ｋ　Ｌ，ＤＥＭＩＲＩＳ　Ｇ，ＲＡＮＴＺ　Ｍ，ｅｔ　ａｌ．Ｎｅｅｄｉｎｇ

ｓｍａｒｔ　ｈｏｍ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ｏｌ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ｃａｒｅ　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Ｊ］．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ｉｎ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Ｃａｒｅ，２００８，１６（３）：１９５－２０１．
［１６］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ＥＮ　Ｌ，ＬＩＮＤＢＥＲＧ　Ｃ，ＳＡＮＭＡＲＴＩＮ　ＢＥＲＧＬ

ＵＮＤ　Ｊ，ｅｔ　ａｌ．Ｕｓｉｎｇ　ｍｏｂｉｌ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ｏｌ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ｇｎｉ－

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２０，１７（８）：２５６０．
［１７］　ＰＥＥＫ　Ｓ　Ｔ，ＷＯＵＴＥＲＳ　Ｅ　Ｊ，ＬＵＩＪＫＸ　Ｋ　Ｇ，ｅｔ　ａｌ．Ｗｈａｔ　ｉｔ

ｔａｋｅｓ　ｔｏ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ａｇｉｎｇ　ｉｎ　ｐｌａｃｅ：

ｆｏｃｕｓ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ｉｔｈ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

ｎｅ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６，１８（５）：ｅ９８．
［１８］　ＶＡＮ　ＨＯＵＷＥＬＩＮＧＥＮ　Ｃ　Ｔ，ＥＴＴＥＭＡ　Ｒ　Ｇ，ＡＮＴＯＮＩＥＴＴＩ

Ｍ　Ｇ，ｅｔ　ａｌ．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ｌｄｅｒ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ａｄｉｎｅｓｓ　ｆｏｒ　ｒｅｃｅｉｖ－

ｉｎｇ　ｔｅｌｅｈｅａｌｔｈ：Ｍｉｘｅｄ－ｍｅｔｈｏｄ　ｓｔｕｄ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８，２０（４）：ｅ１２３．

［１９］　ＰＯＲＴＺ　Ｊ　Ｄ，ＢＡＹＬＩＳＳ　Ｅ　Ａ，ＢＵＬＬ　Ｓ，ｅｔ　ａｌ．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ｕｓｅｒ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ｎｔ　ｔｏ　ｕｓｅ，ａｎｄ　ｕｓ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ａ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ｐｏｒｔａｌ　ａｍｏｎｇ　ｏｌ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　ｗｉｔｈ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ｅｄ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９，２１（４）：ｅ１１６０４．
［２０］　ＨＵＡＮＧ　Ｈ，ＣＨＥＮ　Ｚ，ＣＡＯ　Ｓ，ｅｔ　ａｌ．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ｇｅｒ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ｔｙ－ｄｗｅｌｌｉｎｇ　ｏｌ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Ａ　ｍｉｘ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ｓ　ｓｔｕｄｙ［Ｊ］．

Ｆｒｏｎｔ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２１，９：６８７０４８．
［２１］　陈雅雪．数 字 鸿 沟 视 角 下 老 年 群 体 微 信 的 采 纳 与 使 用 研 究

［Ｄ］．深圳：深圳大学，２０１７．
［２２］　姜英玉，李 前 慧，钟 源，等．北 京 市 中 老 年 人 群 移 动 医 疗 服 务

ＡＰＰ认知及使 用 现 状 调 查［Ｊ］．医 学 与 社 会，２０１８，３１（１１）：

１１－１４．
［２３］　马琪，杨薇，廖舫仪．数字治 理 时 代 老 年 人 数 字 融 入 困 境 形 成

机理研究［Ｊ］．北大政治学评论，２０２１（１）：１５３－１７７．
［２４］　赵华，陈洁 菲．老 年 人 智 能 技 术 提 升 的 现 实 困 境 与 突 破 路 径

［Ｊ］．当代职业教育，２０２２（２）：２９－３７．
［２５］　蒋向玲，张莉，向霞．国外“互联 网＋护 理”上 门 服 务 模 式 现 状

及启示［Ｊ］．中国卫生质量管理，２０２１，２８（１０）：１６－２０．
［２６］　ＷＡＧＮＥＲ　Ａ，ＳＣＨＡＦＦＥＲＴ　Ｒ，ＭÖＣＫＬＩ　Ｎ，ｅｔ　ａｌ．Ｈｏｍｅ　ｃａｒ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ｒｕ－

ｍｅｎｔ－Ｈｏｍｅ　Ｃａｒｅ（ＲＡＩ－ＨＣ）：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Ｊ］．ＢＭ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ｅｒｖ　Ｒｅｓ，２０２０，２０（１）：３６６．
［２７］　刘入豪，邱乾．老年人数字鸿沟中被忽视的朋辈影响［Ｊ］．青年

记者，２０２０（３６）：３１－３２．
［２８］　顾根根．农村留守 老 人 互 助 养 老 的 社 会 工 作 介 入［Ｄ］．南 昌：

江西财经大学，２０１９．
［２９］　刘燕华，何莹，黄文霞．可穿 戴 设 备 在 疾 病 监 测 预 警 中 的 应 用

与进展［Ｊ］．护士进修杂志，２０２３，３８（２）：１３２－１３７．
［３０］　ＬＹＶ　Ｑ，ＪＩＡＮＧ　Ｙ，ＱＩ　Ｊ，ｅｔ　ａｌ．Ｕｓｉｎｇ　ｍｏｂｉｌｅ　ａｐｐｓ　ｆｏ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　ｎｅｗ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　ｍｏｄ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ＪＭＩＲ

Ｍｈｅａｌｔｈ　Ｕ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１９，７（６）：ｅ１０２９９．

（本文编辑：黄晔秋）

（修回日期：２０２３－０３－２７）

■■■■■■■■■■■■■■■■■■■■■■■■■■■■■■■■■■■■■■■■■■■■■■■　
（上接第１０００页）
［１６］　ＮＡＳＣＩＭＥＮＴＯ　Ｌ，ＧＡＲＣＩＡ　Ａ，ＣＯＮＣＨＯＮ　Ｍ　Ｆ，ｅｔ　ａｌ．Ａｄ－

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ｅｒｉ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ｔｈｉｒｓｔ［Ｊ］．

Ａｏｒｎ　Ｊ，２０２０，１１１（２）：１６５－１７９．
［１７］　夏丽敏，陈丽莉，李雪艳，等．术前禁食禁饮再造流程在肿瘤外

科择期手术患者 中 的 应 用［Ｊ］．中 华 现 代 护 理 杂 志，２０１７，２３
（５）：６２８－６３２．

［１８］　张小雪，何朝珠，吴洁华，等．基于口渴管理安全策略饮少量冰

水对经口气管插管患者口渴影响的研究［Ｊ］．护理学报，２０２０，

２７（８）：４７－５０．

［１９］　ＬＥＥ　Ｃ　Ｗ，ＬＩＵ　Ｓ　Ｔ，ＣＨＥＮＧ　Ｙ　Ｊ，ｅｔ　ａｌ．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ｔｏ－ｓｅｖｅｒｅ　ｔｈｉｒ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　ｃａｒｅ　ｕｎｉｔ［Ｊ］．Ｓｃｉ　Ｒｅｐ，２０２０，１０（１）：１６１８３．
［２０］　韩遵海，何 茵，鹿 振 辉，等．危 重 症 患 者 口 渴 护 理 的 研 究 进 展

［Ｊ］．中华护理杂志，２０２１，５６（５）：７８２－７８５．

（本文编辑：黄晔秋）

（修回日期：２０２３－０３－１６）

·２２０１· 护士进修杂志２０２３年６月第３８卷第１１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