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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医务人员使用糖尿病足智能APP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采取便利抽样法，于

2021年10月采用自制问卷对全国16个省45家医院的193例医务人员进行糖尿病足智能APP的使用意愿问卷调查。

结果 159例（82.4%）医务人员愿意在临床工作中使用智能APP。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大［ÔR=

0.488（95% CI：0.275，0.866）］、女性［ÔR=2.509（95% CI：1.116，5.645）］、科室不鼓励使用APP［ÔR=1.968

（95% CI：1.214，3.189）］是医务人员使用 APP 意愿低的因素（P <0.05）。医务人员不愿意使用APP的前4个因

素为界面不够友好、需要连接网络、操作复杂、测量真实性不佳。结论 医务人员对糖尿病足智能APP的使用

意愿较高，希望将来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系统，使其更加简单、便捷、易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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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willingness of medical staff to use diabetic foot applications (apps)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thereof. Methods The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 was adopted to conduct a survey

on the willingness to use diabetic foot apps among 193 medical staff from 45 hospitals in 16 provinces with self-

constructed questionnaires in October 2021. Results Of all the medical staff, 159 (82.4%) were willing to use apps

in their clinical work.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advanced age [ÔR=0.488 (95% CI: 0.275, 0.866)],

female [ÔR=2.509 (95% CI: 1.116, 5.645)], and being discouraged from using apps by the department regulations

[ Ô R=1.968 (95% CI: 1.214, 3.189) were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reluctance to use the diabetic foot apps (P <

0.05). The top four reasons that medical staff were unwilling to use the apps were interface is not friendly enough,

requirements for connecting to the internet, inconvenience of using apps, and poor trueness of measurement.

Conclusions There is high willingness to use diabetic foot apps among the medical staff, and the apps should be

optimized and perfected to be more user-friendly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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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足溃疡（diabetic foot ulcer, DFU）是糖尿

病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糖尿病患者一旦出现慢性

伤口，将增加致残、致死风险，给患者及其家庭带来

沉重负担[1-2]。偏远地区的糖尿病患者更易并发糖

尿病足，由于不同级别医院诊疗水平的差异、患者

就诊不方便，造成就诊延误及不规范处理，给患者

及家属日常生活带来严重危害[3-5]。随着科学技术

的不断进步，移动医疗、智慧医疗在临床诊疗和病

程管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很大程度上为

患者带来福祉[6-9]，我国也相继出台智慧医疗的相关

政策。本课题组前期设计了一款基于深度学习的

糖尿病足智能APP，实现糖尿病足智能闭环式全病

程管理[10-11]。本研究旨在通过横断面调查的方式，

了解临床医务人员使用糖尿病足智能APP的意愿及

其影响因素，为推动智能 APP 的实施提供建议，也

为移动医疗与全病程管理的结合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糖尿病足智能APP简介

“掌上益足”糖尿病足智能APP是将人工智能

技术应用于糖尿病领域的智慧化平台，其运用智

慧化、一体式、闭环管理模式为糖尿病足患者提

供优质、快捷及个性化的诊疗及转诊服务，通过

多维测量人工智能平台及 DF 大数据平台，涵盖

DFU患者的资料采集、智能测量、分级评估、多学

科会诊及医联体医院间智能化转诊5个阶段，实现

从资料采集、智能评估到个性化治疗、转诊及预

后的智能闭环式全病程管理[10]。见图1。

1.2 研究对象

选取2021年 10月 8日—2021年 10月 23日全国

16个省45家医院的193例医务人员（包括糖尿病足

相关科室医生、护士及管理人员）。纳入标准：①从

事糖尿病足诊治、护理或管理的医生及护士；②工

作年限> 3年；③从事糖尿病足相关工作> 1年；④自

愿参加本研究。排除标准：研究期间中断使用APP。

1.3 研究工具

1.3.1 一般资料调查表 内容包括年龄、性别、学

历、医院级别、专业技术职称、从事糖尿病足相关工

作的时间。

1.3.2 使用意愿度调查表 由研究者自行设计，

经过文献查阅、小组讨论，在9位专家（从事糖尿

病管理的主任医师2位，糖尿病护理的主任护师、副

主任护师4位、护理管理和信息专业教授3位）的指

导下逐步修改形成，内容包括医务人员使用糖尿

病足智能APP的意愿。

1.3.3 影响使用意愿度的因素 包括单选题（一般

图1 “掌上益足”糖尿病足智能APP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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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和意愿度调查）和多选题（影响使用意愿度的

因素）。该问卷内容效度指数为0.87，正式发放问卷

前，对 30 例医务人员进行预调查，得出该问卷的

Cronbach's α为 0.862。正式调查该问卷的 Cronbac's

α为0.906，信效度良好。

1.4 样本量估算

依据一般多变量分析经验和统计的首要原则，

一般资料调查表例数至少达到变量数的5～10倍[12]。

本研究中一般人口学资料的变量数为6个，其他条目

共含 13 个变量，共计 19 个变量，需取样本为 95～

190例，考虑有10%的无效问卷，本研究至少需样本

数105～209例。

1.5 资料收集

本课题组将前期做好的问卷输入问卷星，生成

链接，将链接和问卷填写说明发给符合纳入和排除

标准的研究对象，均在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填写。截

至2021年 10月 23日，共收回问卷207份，剔除作答

时间< 15 s的14份无效问卷，有效问卷193份。

1.6 统计学方法

数据分析采用SPSS 26.0 统计软件。计数资料

以率（%）表示，比较采用 χ2检验；影响因素分析采

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模型。P <0.05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2.1 医务人员使用糖尿病足智能APP意愿的单因

素分析

不同年龄、性别、学历、医院级别及科室是否鼓

励医务人员使用智能 APP 的意愿率比较，经 χ2 检

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 45 岁、女性、

硕士研究生、二级甲等医院的意愿率较高；科室不

鼓励使用 APP 会降低医务人员使用意愿。不同职

称、岗位、从事糖尿病足工作的时间、使用智能APP

的时间及使用智能APP的频率方面比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1。

2.2 医务人员使用糖尿病足智能APP的多因素分析

以是否愿意使用APP为因变量（是= 1，否=0），

以年龄、性别、学历、医院级别、科室鼓励程度为自

变量，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α 入=0.05，α 出=

0.10），赋值情况见表2。结果显示：年龄大[OR̂=0.488

（95% CI：0.275，0.866）]、女性 [ O^R=2.509（95% CI：

表1 不同特征医务人员使用糖尿病足智能APP的意愿率

比较 例（%）

因素

年龄

性别

学历

医院级别

职称

岗位

从事糖尿

病足工作

的时间

科室是否

鼓励使用

APP

使用智能

APP的时

间

使用智能

APP的频

率

<31岁

31～45岁

>45岁

男

女

专科及以下

本科

硕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

三级甲等

三级乙等

二级甲等

二级乙等

二级乙等以下

正高级

副高级

中级

初级

无（入职1年内）

医生

普通护士

糖尿病教育护士

伤口专科护士

管理人员

1～5年

>5～10年

>10～20年

>20年

是

否

中立态度

<1周

1周～1个月

>1～6个月

>6个月

每次都会使用

1、2次/d

1、2次/周

偶尔使用1次

n

65

100

28

59

134

30

109

37

17

78

51

30

16

18

25

59

70

24

15

22

57

46

36

32

81

58

34

20

97

45

51

60

68

42

23

37

35

53

68

意愿使用

57（87.7）

86（86.0）

16（57.1）

41（69.5）

118（88.1）

19（63.3）

94（86.2）

34（91.9）

12（70.6）

69（88.5）

34（66.7）

29（96.7）

12（75.0）

15（83.3）

19（76.0）

50（84.7）

61（87.1）

17（70.8）

12（80.0）

17（77.3）

45（78.9）

35（76.1）

35（97.2）

27（84.4）

70（86.4）

45（77.6）

28（82.4）

16（80.0）

86（88.7）

28（62.2）

45（88.2）

50（83.3）

60（88.2）

32（76.2）

17（73.9）

30（81.1）

27（77.1）

42（79.2）

60（88.2）

χ2值

14.455

9.731

12.552

15.495

4.286

7.665

1.907

12.310

3.889

1.299

P 值

0.001

0.002

0.006

0.004

0.369

0.105

0.592

0.000

0.274

0.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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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6，5.645）]、科 室 不 鼓 励 使 用 APP [ O^R=1.968

（95% CI：1.214，3.189）]是医务人员使用APP意愿低

的因素（P <0.05）。见表3。

2.3 影响医务人员使用糖尿病足智能APP意愿的

主要原因

调查结果显示，医务人员使用APP的普遍意愿

率较高，医务人员不愿意使用APP的前 4个因素依

次为界面不够友好、需要连接网络、操作复杂、测量

真实性不佳。见表4。

3 讨论

3.1 医务人员使用糖尿病足智能APP的总体意愿

度较高

本调查结果显示，82.4% （159/193） 的医务人

员愿意在临床工作中使用智能APP，总体意愿度较

高，与戚淼杰等[13]的研究结果相似。随着移动医疗

的发展及国家相关政策的扶持，智能APP的使用显

著提高了医务人员的工作效率，同时助力临床诊

疗及管理，被医务人员广泛接受[14-16]。

3.2 医务人员使用糖尿病足智能APP意愿的影响

因素

3.2.1 年龄越小使用智能APP的意愿越高 本研究

结果显示，年龄≤ 45岁是医务人员使用APP的保护

因素，年龄≤ 45岁的意愿率高于> 45岁医务人员，其

中年龄< 31岁的医务人员使用APP意愿率最高，可

能是因为年轻人对电子产品更感兴趣，也有更多支

配的时间去学习和探索，更易于接受APP。其次，年

轻医生由于较缺乏临床实践经验，学习积极性强，

乐于通过远程医疗与专家进行交流，以提高自身医

疗服务水平[17]。而年纪较大者应用APP的意愿度较

低，可能与对远程医疗的认知度不够、不易接受新

事物及无法快速掌握APP的操作流程有关。除此之

外，年龄较大的医务人员在生活中还担任众多角

色，可能会占据更多的时间。

3.2.2 科室不鼓励是医务人员使用APP的阻碍因素

临床科室作为引领医务人员工作的场所，科室负责

人是否鼓励使用APP，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医务人员

的临床行为。但是，本研究尚未得到科室鼓励使用

APP是医务人员使用APP的保护因素的结果，可能

是由于研究对象较少，结果存在一定偏倚。

3.2.3 界面不够友好是阻碍医务人员使用APP的主

要因素 在本研究中，界面不够友好可能与录入资

料较多、录入时间较长、功能不够全面等相关，未来

应结合调研数据，继续优化、调试APP的功能，进一

步促进人机交互，提升用户体验感。除此之外，需

要连接网络也是影响医务人员使用APP的一个重要

的原因，我国智慧医疗尚在起始阶段，虽然互联网

诊疗已经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但目前网络尚未

遍及我国医疗场所，医疗环境依然以线下诊疗为

主。需要连接网络也是影响医务人员使用APP的一

个重要的原因。大多数国家相关政策鼓励互联网

医院落地，但由于各种数据壁垒的影响，未能实现

线上及线下医疗资源的有效对接[18-19]，医务人员通

表2 赋值表

因素

年龄

性别

学历

医院级别

科室鼓励程度

赋值

< 31岁= 0，31～45岁= 1，> 45岁= 2

男= 0，女= 1

专科及以下= 0，本科= 1，硕士= 2，博士= 3

三级甲等= 0，三级乙等= 1，二级甲等= 2，二级

乙等= 3，二级乙等以下= 4

否= 0，中立态度= 1，是= 2

表3 影响医务人员使用智能APP的多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参数

自变量

年龄

性别

科室是否鼓励

b

-7.17

0.920

0.677

Sb

0.292

0.414

0.246

P 值

0.014

0.026

0.006

OR̂

0.488

2.509

1.968

95% CI

下限

0.275

1.116

1.214

上限

0.866

5.645

3.189

表4 影响医务人员使用智能APP的主要原因

因素

操作复杂

测量真实性不佳

需要连接网络

界面不够友好

互动性不够

使用过程中出现故障

内容不能满足需要

费时

个人习惯

其他

n

73

64

72

51

43

27

15

36

33

30

愿意例数

58

51

56

36

35

25

13

33

32

24

愿意率/%

79.5

79.7

77.8

70.6

81.4

92.6

86.7

91.7

97.0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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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互联网开展的诊疗活动相当有限，患者基于医疗

质量的顾虑和面对面交流的需求，也更偏向选择线

下交流[20-21]。

综上所述，医务人员使用糖尿病足智能APP的

意愿较高，年龄越小、科室越鼓励使用的医务人员

更愿意使用APP。本研究样本量有限，以后应扩大

样本量，对APP使用患者的满意度、预后指标、经济

学指标、双向转诊和互动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调

研，以提高研究对象的代表性和研究结果的可靠

性。其次，本研究尚未考虑到医院APP准入相关制

度、医院层面支持等因素对医务人员使用 APP 的

影响。

本研究团队将在优化糖尿病足智能 APP 的同

时，实现信息共享、线上线下一体化诊疗和护理服

务的新业态，将智慧医疗高效、便捷、普遍地融入到

医疗环境中，打造糖尿病足智慧医疗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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