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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ꎬ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在
严格防控疫情的前提下及时开展免费线上“专家问诊”服
务ꎬ眼科医师在线答疑以满足眼病诊疗需求ꎮ 本研究对疫
情期间眼科患者线上问诊的需求与模式进行分析ꎬ为眼科
互联网诊疗体系的优化提供依据ꎮ
方法:前瞻性观察性研究ꎮ 本研究分析了 ２０２０－０２－０１ /
０３－１５期间ꎬ使用中山眼科中心互联网医院“专家问诊”服
务患者的基线特征ꎮ 针对其中重复问诊的患者ꎬ随机抽取
等量单次问诊患者作为对照ꎬ比较单次问诊与重复问诊患
者的基线特征、就诊目的、疾病类型、眼病数量ꎬ并对患者
问诊次数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ꎮ
结果:研究期间“专家问诊”共线上服务患者 ９８３１ 人次ꎬ
其中单次问诊 ３９１９ 人次ꎬ５９１２ 人次来源于 １９６７ 人的重
复问诊ꎮ 随机抽取 １９６７ 名单次问诊者与上述重复问诊者
对比ꎬ单次问诊与重复问诊患者的年龄、性别分布无统计
学差异(Ｐ ＝ ０.８９７ꎬ ０.４８２)ꎮ 两组就诊目的均以“旧病复
诊”占比最高(５９.７％ꎬ６４.９％)ꎮ 从构成比上看ꎬ与单次问
诊患者相比ꎬ重复问诊患者中ꎬ就诊目的为新发不适者较
少ꎬ旧病复诊与术后复查者较多ꎬ眼表、眼底、葡萄膜疾病
患者较多ꎬ患有两种及以上眼病者占比较多ꎮ 回归分析显
示屈光患者倾向单次问诊ꎬ而旧病复诊、术后短期复诊患
者ꎬ眼底、葡萄膜疾病患者倾向重复问诊ꎮ 旧病复诊、术后
随访较新发不适患者重复问诊的次数更多ꎻ晶状体与青光
眼 / 疑似青光眼疾病重复问诊次数较少ꎬ眼表疾病重复问
诊次数较多ꎮ
结论:疫情期间眼科患者线上就诊主要目的为旧病复诊ꎮ
疾病种类、就诊目的与眼病数量均影响患者是否重复问诊
及问诊次数ꎬ应根据患者的就诊需求与模式调整眼科不同
亚专科线上接诊医生的数量与排班ꎮ 互联网医疗对新发
不适患者的诊疗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ꎮ
关键词: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传染性疾病ꎻ流行病ꎻ互联网
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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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ｔｕｒｎ ｖｉｓｉ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 ｅｙ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Ｔｙｐｅ ｏｆ ｅｙ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ꎬ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ａｎｄ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ｐａｔｈｉｅｓ ａｌｌ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 ｔｉｍｅｓ. Ｔｈ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ｕｂ －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ｉ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ｎｅｅ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ＯＶＩＤ－１９ꎻ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ꎻ ｔｅｌ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Ｌｉｕ ＺＺꎬ Ｗｕ ＸＨꎬ Ｃｈｅｎ ＪＪꎬ 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 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Ｇｕｏｊｉ Ｙａｎｋｅ Ｚａｚｈｉ( Ｉｎｔ
Ｅｙｅ Ｓｃｉ) ２０２０ꎻ２０(１１):１９９６－２００２

０引言
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传染性疾病(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２０１９ꎬＣＯＶＩＤ－１９)于 ２０１９ 年底相继发生于多个国家[１]ꎮ
为及时控制疾病传播ꎬ我国各地相继启动重大公共突发卫
生事件一级响应ꎬ世界卫生组织也于 ２０２０－０１－３０ 宣布新
冠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第六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２]ꎮ
２０２０－０２－０２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新型冠状病
毒防控指南(第一版)»ꎬ在新冠疫情期间提倡全民宅家ꎬ
避免公众场所的人群聚集ꎬ以降低新冠传播风险[３]ꎮ

然而ꎬ疫情期间非新冠患者的正常就诊因此受到一
定影响ꎮ 在这一特殊情况下ꎬ互联网医疗是为非新冠患
者提供医疗卫生服务、部分缓解患者就医需求的有效手
段ꎻ以网络为媒介的医疗服务不受地域、场所与时间限
制ꎬ可确保在避免人群聚集的前提下ꎬ为患者提供一定
的医疗服务ꎮ ２０２０－０２－２８ꎬ中国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
健康委发布了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开展“互联
网＋”医保服务的指导意见»ꎬ明确提出在新冠疫情期间
充分发挥互联网医疗服务优势ꎬ以及时为群众提供病情
评估与指导[４]ꎮ

响应国家的号召与需要ꎬ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基于
原有的人工智能与大数据专科迅速建设互联网医院ꎬ在疫

图 １　 中山眼科中心线上“专家问诊”诊疗流程ꎮ

情期间为群众提供免费的眼科专家线上问诊等互联网医
疗服务[５]ꎮ 互联网医疗作为一种提供医疗服务的新模式ꎬ
尚未有研究对眼科患者的线上就诊需求与模式进行系统
分析ꎮ 患者线上就诊行为有何特点? 这些特点与患者的
基本特征、病种、就诊目的之间有何关系? 这些信息均对
指导医疗机构制定相应的诊疗计划、提供针对性的服务等
医疗决策具有重要意义ꎮ 为回答上述问题ꎬ本研究对中山
眼科中心在新冠疫情期间ꎬ互联网诊疗服务中的“专家问
诊”模块的就诊者进行观察分析ꎬ以明确眼科患者线上问
诊的需求、就诊模式及其影响因素ꎬ为进一步深化、优化互
联网医疗提供借鉴ꎮ
１互联网“专家问诊”的服务对象与服务方式
１.１“专家问诊”的服务对象及分类标注的依据
１.１.１按就诊目的划分　 (１)旧病复诊:病情相对稳定ꎬ但
需要长期维持用药的复诊患者ꎬ如青光眼、葡萄膜炎、视神
经炎以及眼科术后时间已超过 ３ｍｏ 者ꎻ(２)术后短期复
诊:本次线上就诊前 ３ｍｏ 以内接受了眼部手术ꎻ(３)新发
不适:非急诊范畴ꎬ新的眼部不适且发病时间在 ３ｍｏ 以内
者ꎮ 需要咨询者ꎮ 线上就诊仅提供指导性建议ꎬ不进行诊
断、不开出处方ꎮ (４)其它:非急诊范畴ꎬ眼部不适诊断未
明但发病时间超过 ３ｍｏꎻ以及其它不属于上述各项但需要
咨询者ꎮ
１.１.２按疾病解剖位置和种类划分 　 外眼、屈光、眼表、青
光眼 / 疑似青光眼、晶状体、葡萄膜、眼底、外伤ꎮ
１.１.３按每例患者所患眼部不适的种类划分 　 患单一眼
病、２ 种眼病、３~４ 种眼病ꎮ
１.２“专家问诊”诊疗流程　 线上接诊专家志愿报名后ꎬ由
医务科统一排班并按时出诊ꎮ “专家问诊”模块接诊时间
为周一到周日ꎬ８∶ ００ ~ ２０∶ ００ꎻ其它时段患者也可线上留言
给对应的眼科专家ꎮ 专家可通过移动手机或电脑端登陆
医生端工作平台ꎬ根据病情ꎬ给出诊疗建议、开出处方、转
诊相应专科或指引患者线下就诊ꎮ

患者对眼部情况提交文字描述和 / 或相应的检查结
果、眼部图片ꎮ 维持用药的患者ꎬ由相应专科的医师根据
患者目前的情况给出进一步的用药方案ꎬ如维持原量、减
量、增量ꎬ并开出相应处方ꎻ如判断患者病情已出现明显变
化ꎬ嘱其线下就诊ꎬ重新评估ꎮ 新近出现眼部不适者ꎬ由接
诊医师根据患者资料进行评估ꎬ并给出三类诊疗建议:病
情相对明确的非首诊患者ꎬ可开出相应用药处方ꎻ线上转
对应专科的医师进一步评估ꎻ对于眼外伤、角膜溃疡穿孔、
新发视网膜脱离等需要急诊线下治疗的患者ꎬ建议其及时
转为线下诊疗ꎻ首诊患者不得开出处方ꎮ “专家问诊”诊
疗流程参见图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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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数据纳入与分析流程ꎮ

　 　 统计学分析:采用软件 Ｓｔａｔａ １６ ( ＳｔａｔａＣｏｒｐꎬ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ＴＸꎬ ＵＳＡ)进行数据分析ꎮ 首先分析纳入研究的患
者的问诊次数的频数分布ꎮ 其次将问诊患者划分为单次

问诊和重复问诊两组ꎻ在单次问诊的患者中ꎬ随机抽取与
重复问诊患者数量相等的患者作为对照ꎬ描述和比较两组
患者的年龄、性别、就诊目的、疾病类型以及患病数量的数
据分布ꎮ 年龄呈非正态分布ꎬ报告中位数和四分位数间
距ꎮ 对分类变量报告频数和百分比ꎮ 重复问诊的患者按

问诊次数分为三个亚组:２、３~５ 和>５ 次ꎬ并分组对患者数
据分布做上述相同的描述和比较ꎮ 在分组比较时ꎬ秩和检
验(Ｗｉｌｃｏｘｏｎ－ ｒａｎｋ ｓｕｍ ｔｅｓｔ) 用于年龄ꎬ卡方检验 ( Ｃｈｉ －
ｓｑｕａｒｅｄ ｔｅｓｔ)用于分类变量ꎮ 对于多分类变量(包括就诊
目的和患病数量)ꎬ如果单次组与重复组间分布存在统计

学差异ꎬ进一步采用比例检验(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比较重复问
诊组中每个亚组间的差异ꎮ 多因素逻辑回归 (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用于分析是否重复问诊的影响因素ꎬ纳入单次
和重复问诊分组比较中所有 Ｐ<０.０５ 的变量ꎮ 由于重复问

诊次数过度离散ꎬ使用广义的 Ｐｏｉｓｓｏｎ 回归ꎬ即负二项回归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ｂｉｎｏｍｉａｌ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用于分析重复问诊患者就诊
次数的影响因素ꎮ 单因素回归中 Ｐ<０.０５ 的变量纳入多因
素回归ꎮ 所有统计分析基于双侧显著性水平 ０.０５ꎮ
２结果

２.１ 患者问诊频次分析 　 中山眼科中心互联网医院线上
“专家问诊”服务自 ２０２０－０２－０１ / ０３－１５ 服务患者共 ９８３１
人次ꎬ年龄为 ７ ~ ９３ 岁ꎻ其中 ３９１９ 人(３９.８６％)为单次问
诊ꎬ５９１２ 人 ( ６０. １３％) 来源于 １９６７ 名患者的重复问诊
(图 ２)ꎬ重复问诊总人次超过单次问诊人次ꎮ
　 　 重复问诊患者中ꎬ单人最高重复次数为 ３３ 次ꎬ频次占
比随着重复次数逐渐下降(图 ３)ꎮ 其中ꎬ重复次数 ２ 次者
为 １１２８ 人(５７.３４％)ꎬ重复 ３ 次者为 ４１７ 人(２１.２０％)ꎬ４
次为 １８７ 人(９.５０％)ꎬ５ 次为 １００ 人(５.０８％)ꎬ６ 次为 ４３ 人
(２.１９％)ꎬ７ 次为 ２４ 人(１.２２％)ꎬ８ 次为 ２０ 人(１.０２％)ꎬ更
高重复次数者占比均小于 １％ꎮ 在后续分析中ꎬ根据上述
重复次数的频数分布ꎬ将重复次数划分为 ２、３ ~ ５ 及 ５ 次
以上三个等级ꎮ
２.２单次问诊与重复问诊患者的特征比较及影响因素
分析　 从 ３９１９ 名单次问诊患者中随机抽取 １９６７ 名ꎬ与

　 　

图 ３　 重复问诊患者频数分布ꎮ

１ ９６７ 名重复问诊患者的特征进行比较(表 １、２ꎬ图 ４)ꎮ 单
次问诊组年龄中位数为 ３２(１９ꎬ４９)岁ꎬ男性占 ４５.８０％ꎻ重
复组年龄中位数为 ３２(２０ꎬ５０)岁ꎬ男性占 ４６.９２％ꎮ 两组
年龄、性别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且年龄(Ｐ ＝ ０.１０１)、性
别(Ｐ＝ ０ ７７０)不影响患者重复问诊的次数ꎮ

两组均涵盖就诊目的为“新发不适” “旧病复诊” “术
后短期复诊”的患者ꎬ但构成不同(Ｐ<０.００１)ꎬ单次组中
“旧病复诊”、“术后短期复诊”占比低于重复组ꎻ单次组中
因“新发不适”就诊者占 ２９.５９％ꎬ高于重复组的 ２０.３９％ꎮ
重复组中各重复频次对比的就诊目的构成不同 ( Ｐ ＝
０ ０１０)ꎻ对重复组中不同重复频次的患者进行分析ꎬ其中
重复问诊高于 ５ 次者目的为“旧病复诊”“术后短期复诊”
者占比分别高达 ６８.１５％、２０.７４％ꎮ

疾病种类上两组均涵盖外眼、屈光、眼表、青光眼 / 疑
似青光眼、晶状体、葡萄膜、眼底ꎬ及眼外伤患者ꎮ 与单次
组相比ꎬ重复组中屈光患者较少(Ｐ<０.００１)ꎬ眼表、葡萄
膜、眼底患者较多(Ｐ ＝ ０.０１３ꎬ０.００２ꎬ<０.００１)ꎻ重复 ５ 次以
上者ꎬ眼表患者占 ４２.２２％ꎬ眼底患者占 ２０.００％ꎮ

从单名患者的眼病数量上看ꎬ重复组中单人眼病数量
≥２ 种者ꎬ占比高于单次组(Ｐ<０.０５)ꎮ

将表 １ 中 Ｐ< ０. ０５ 的因素纳入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多因素回归
(表 ３)ꎬ结果显示“旧病复诊”“术后短期复诊”者比“新发
不适”者倾向于重复问诊ꎻ眼表、眼底、葡萄膜疾病患者倾
向于重复问诊ꎬ而屈光患者倾向单次问诊ꎻ同时患有三种
及以上眼病的患者倾向于重复问诊ꎮ
２.３重复问诊次数的影响因素分析 　 将患者的年龄、性
别、就诊目的、眼病种类、眼病数量同时纳入负二项回归分
析ꎮ 单因素分析显示“旧病复诊” ( ＩＲＲ:１.０８ꎬＰ ＝ ０.０３８)、
“术后短期复诊”者( ＩＲＲ:１.１８ꎬＰ ＝ ０.００１)比“新发不适”
者重复问诊次数更多ꎻ青光眼 / 疑似青光眼( ＩＲＲ:０.８８ꎬＰ＝
０.００２)、晶状体(ＩＲＲ:０.８６ꎬＰ ＝ ０.０１２)疾病重复次数较少ꎬ
眼表( ＩＲＲ:１.０７ꎬＰ ＝ ０.０２１)、眼底( ＩＲＲ:１.０９ꎬＰ ＝ ０ ０１４)、
葡萄膜(ＩＲＲ:１.１３ꎬＰ ＝ ０.０４９)患者重复问诊次数较多ꎬ见
表 ４ꎮ

多因素分析与单因素结果基本一致ꎬ“旧病复诊”“术
后短期复诊”者比“新发不适”者重复问诊次数更多ꎻ青光
眼 / 疑似青光眼、晶状体疾病重复问诊次数较少ꎬ眼表患者
重复问诊次数较多ꎬ但眼底、葡萄膜疾病对问诊次数的影
响不再具有统计学显著性(表 ５)ꎮ
３讨论

本研究观察分析了 ２０２０－０２－０１ / ０３－１５ 使用中山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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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单次问诊与重复问诊者的特征分析与比较 ｎ＝ ３９３４
特征 单次问诊(ｎ＝ １９６７) 重复问诊(ｎ＝ １９６７) Ｚ / χ２ Ｐ
年龄[Ｐ５０(Ｐ２５ꎬＰ７５)ꎬ岁)] ３２(１９ꎬ４９) ３２(２０ꎬ５０) －０.１３ ０.８９７
男(人ꎬ％) ９０１(４５.８０) ９２３(４６.９２) ０.４９ ０.４８２
就诊目的(人ꎬ％) ６５.５ <０.００１
　 新发不适 ５８２(２９.５９) ４０１(２０.３９) ６.６７ <０.００１
　 旧病复诊 １１７５(５９.７３) １２７６(６４.８７) －３.３２ <０.００１
　 术后短期复诊 １６７(８.４９) ２６６(１３.５２) －５.０４ <０.００１
　 其它 ４３(２.１９) ２４(１.２２) ２.３４ ０.０１９
眼病类型 (多项选择ꎬ人ꎬ％)
　 屈光 １７７(９.００) ９３(４.７３) ２８.１ <０.００１
　 外眼 ２８１(１４.２９) ２４７(１２.５６) ２.５３ ０.１１２
　 眼表 ５３４(２７.１５) ６０５(３０.７６) ６.２３ ０.０１３
　 青光眼 /疑似青光眼 ２７５(１３.９８) ２５４(１２.９１) ０.９６ ０.３２６
　 晶状体 １２１(６.１５) １３２(６.７１) ０.５１ ０.４７５
　 葡萄膜 ５３(２.６９) ９０(４.５８) ９.９３ ０.００２
　 眼底 ２５０(１２.７１) ３４９(１７.７４) １９.３ <０.００１
　 眼外伤 ５７(２.９０) ４６(２.３４) １.２１ ０.２７２
　 其它 ３４７(１７.６４) ３６２(１８.４０) ０.３９ ０.５３４
单人眼病数量(种) ２３.６ <０.００１
　 １ １８４２(９３.６５) １７８４(９０.７０) ３.４４ <０.００１
　 ２ １２２(６.２０) １５７(７.９８) －２.１７ ０.０３０
　 ３~４ ３(０.１５) ２６(１.３２) －４.２９ <０.００１

表 ２　 重复问诊患者的亚组分析 ｎ＝ １９６７

特征
重复问诊次数

２ 次(ｎ＝ １１２８) ３~５ 次(ｎ＝ ７０４) >５ 次(ｎ＝ １３５) 统计量 Ｐ
年龄[Ｐ５０(Ｐ２５ꎬＰ７５)ꎬ岁)] ３３(２０ꎬ５１) ３３(２０ꎬ４９) ２７(２０ꎬ４１) χ２(２)＝ ４.６０ ０.１０１
男(人ꎬ％) ５２２(４６.２８) ３３５(４７.５９) ６６(４８.８９) χ２(２)＝ ０.５２ ０.７７０
就诊目的(人ꎬ％) χ２(６)＝ １６.８ ０.０１０
　 新发不适 ２５４(２２.５２) １３３(１８.８９) １４(１０.３７)
　 旧病复诊 ７１４(６３.３０) ４７０(６６.７６) ９２(６８.１５)
　 术后短期复诊 １４６(１２.９４) ９２(１３.０７) ２８(２０.７４)
　 其它 １４(１.２４) ９(１.２８) １(０.７４)
眼病类型 (多项选择ꎬ人ꎬ％)
　 屈光 ６１(５.４１) ２８(３.９８) ４(２.９６) χ２(２)＝ ２.９７ ０.２２６
　 外眼 １５１(１３.３９) ８３(１１.７９) １３(９.６３) χ２(２)＝ ２.１４ ０.３４３
　 眼表 ３４３(３０.４１) ２０５(２９.１２) ５７(４２.２２) χ２(２)＝ ９.２８ ０.０１０
　 青光眼 /疑似青光眼 １６７(１４.８０) ７４(１０.５１) １３(９.６３) χ２(２)＝ ８.５０ ０.０１４
　 晶状体 ８６(７.６２) ４４(６.２５) ２(１.４８) χ２(２)＝ ７.６４ ０.０２２
　 葡萄膜 ４２(３.７２) ４０(５.６８) ８(５.９３) χ２(２)＝ ４.４１ ０.４４０
　 眼底 １７５(１５.５１) １４７(２０.８８) ２７(２０.００) χ２(２)＝ ９.０６ ０.０１１
　 眼外伤 ２５(２.２２) １８(２.５６) ３(２.２２) χ２(２)＝ ０.２３ ０.８９２
　 其它 ２０５(１８.１７) １３４(１９.０３) ２３(１７.０４) χ２(２)＝ ０.３９ ０.８２１
单人眼病数量 (种) χ２(４)＝ ２.８５ ０.５８３
　 １ １０２１(９０.５１) ６４１(９１.０５) １２２(９０.３７)
　 ２ ８８(７.８０) ５７(８.１０) １２(８.８９)
　 ３~４ １９(１.６８) ６(０.８５) １(０.７４)

科中心互联网医院“专家问诊”线上服务的 ９８３１ 人次患
者的特征及其就诊模式ꎮ 结果表明ꎬ线上专家诊疗为不同
年龄、性别、眼病种类及就诊目的的患者提供了医疗服务ꎮ
线上问诊人次中ꎬ重复问诊超过一半ꎮ 单次、重复问诊最
主要的问诊目的均是旧病复诊ꎮ 与单次问诊患者相比ꎬ重

复问诊患者中ꎬ目的为旧病复诊与术后复查者较多ꎬ眼表、
眼底、葡萄膜疾病患者较多ꎬ患有两种及以上眼病者占比
较多ꎮ 屈光患者倾向单次问诊ꎬ而旧病复诊、术后短期复
诊ꎬ眼底、葡萄膜疾病倾向重复问诊ꎮ 重复问诊的患者中ꎬ
旧病复诊、术后随访较新发不适重复次数更多ꎻ晶状体与

９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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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单次问诊与重复问诊者及重复问诊者亚组特征分析　 Ａ:单次问诊与重复问诊患者就诊目的比较ꎻＢ:不同次数重复问诊患者就
诊目的比较ꎻＣ:不同眼病类型患者单次问诊与重复问诊比较ꎻＤ:不同眼病类型患者重复问诊不同次数比较ꎻＥ: 单次问诊与重复问诊
患者单人眼病数量的比较ꎻＦ:不同次数重复问诊患者单人眼病数量的比较ꎮ

表 ３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患者是否重复问诊的影响因素 ｎ＝ ３９３４
变量 ＯＲ (９５％ ＣＩ) ＳＥ Ｚ Ｐ
就诊目的

　 新发不适 参考值

　 旧病复诊 １.５８ (１.３５~１.８５) ０.１３ ５.７８ <０.００１
　 术后短期复诊 ２.４５ (１.９４~３.１１) ０.３０ ７.３９ <０.００１
　 其它 １.１１ (０.６５~１.８８) ０.３０ ０.３８ ０.７０４
眼病类型

　 眼表 １.３４ (１.１５~１.５６) ０.１０ ３.７０ <０.００１
　 眼底 １.４３ (１.１８~１.７２) ０.１４ ３.６７ <０.００１
　 葡萄膜 １.６０ (１.１２~２.２９) ０.２９ ２.５８ ０.０１０
　 屈光 ０.５５ (０.４２~０.７２) ０.０８ －４.２９ <０.００１
单人眼病数量

　 １ 种 参考值

　 ２ 种 １.１７ (０.９０~１.５１) ０.１５ １.１６ ０.２４７
　 ３~４ 种 ５.５４ (１.６４~１８.７) ３.４４ ２.７５ ０.００６

青光眼 / 疑似青光眼疾病重复问诊次数较少ꎬ眼表疾病重
复问诊次数较多ꎮ
３.１互联网医疗是为群众提供眼病服务的有效模式　 随着
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与成熟ꎬ近年来“互联网＋医疗健
康”服务新模式新业态蓬勃发展ꎬ为方便群众就医、提高
优质医疗资源的可及性、提升医疗服务质量效率发挥了重

　 　表 ４　 患者重复问诊次数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 ｎ＝ １９６７
变量 ＩＲＲ(９５％ ＣＩ) ＳＥ Ｚ Ｐ
年龄(岁) １.００ (０.９９８~１.００) ０.０００７ －１.８３ ０.０６７
男性 １.０４ (０.９９~１.０９) ０.０３ １.２６ ０.２０９
就诊目的

　 新发不适 参考值

　 旧病复诊 １.０８ (１.００４~１.１５) ０.０４ ２.０７ ０.０３８
　 术后短期复诊 １.１８ (１.０７~１.２９) ０.０６ ３.４１ ０.００１
　 其它 １.０６ (０.８２~１.３６) ０.１４ ０.４３ ０.６６５
眼病类型

　 晶状体 ０.８６ (０.７７ ~０.９７) ０.０５ －２.５２ ０.０１２
　 青光眼 /疑似青光眼 ０.８８ (０.８１~０.９５) ０.０４ －３.０５ ０.００２
　 眼表 １.０７ (１.０１~１.１３) ０.０３ ２.３１ ０.０２１
　 眼底 １.０９ (１.０２~１.１７) ０.０４ ２.４５ ０.０１４
　 葡萄膜 １.１３ (１.００~１.２８) ０.０７ １.９７ ０.０４９
　 屈光 ０.９１(０.８０~１.０４) ０.０６ －１.３７ ０.１７０
　 外眼 ０.９６ (０.８８~１.０４) ０.０４ －１.０２ ０.３０７
　 眼外伤 ０.９７ (０.８１~１.１６) ０.０９ －０.３５ ０.７２８
　 其它 ０.９４ (０.８９~０.９９) ０.０４ <－０.０１ ０.０２４
单人眼病数量(种)
　 １ 参考值

　 ２ １.０１ (０.９２~１.１２) ０.０５ ０.２６ ０.７９２
　 ３~４ ０.９５ (０.７４~１.２１) ０.１２ －０.４４ ０.６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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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患者重复问诊次数影响因素多因素分析 ｎ＝ １９６７
变量 ＩＲＲ(９５％ ＣＩ) ＳＥ Ｚ Ｐ
就诊目的

　 新发不适 参考值

　 旧病复诊 １.０９ (１.０１~１.１７) ０.０４ ２.４９ ０.０２４
　 术后短期复诊 １.２１ (１.１０~１.３３) ０.０６ ４.０１ <０.００１
　 其它 １.１０ (０.８５~１.４２) ０.１５ ０.１０ ０.４６２
眼病类型

　 晶状体 ０.８５ (０.７５~０.９５) ０.０５ －２.５１ ０.００６
　 青光眼 /疑似青光眼 ０.８８ (０.８０~０.９６) ０.０４ －２.５８ ０.００５
　 眼表 １.０７ (１.００~１.１４) ０.０４ ２.６５ ０.０４６
　 眼底 １.０８ (０.９９７~１.１６) ０.０４ １.６８ ０.０５８
　 葡萄膜 １.１２ (０.９９~１.２７) ０.０７ １.４４ ０.０７５
　 其它 ０.９５ (０.８９~１.０１) ０.０３ １.３２ ０.０９４

要作用ꎬ国务院办公厅也于 ２０１８－０４－２８ 印发«关于促进

“互联网 ＋医疗健康” 发展的意见» 加以进一步支持与

引导[６]ꎮ
在新冠疫情期间ꎬ互联网医疗在为群众提供眼病服务

方面也突显出其与传统就医模式相比独特的优势ꎬ互联网

诊疗成为医疗服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７]ꎮ 受疫情影响ꎬ
线下问诊坐诊医生数量、排班均减少ꎬ来自周边甚至省外

患者的出行也受限制ꎮ 中山眼科中心根据疫情变化ꎬ在减

少线下就诊的同时ꎬ迅速开放了覆盖周一到周日的线上

“专家问诊”ꎬ为缓解疫情期间医疗资源的紧缺、满足群众

眼病就医需求发挥积极作用ꎬ为不同年龄段、不同眼病种

类和就诊目的的患者及时提供了线上医疗服务ꎮ
３.２ 重复问诊是眼科患者线上问诊的重要特征 　 研究期

间纳入的总人次中 ５９１２ 人次(６０.１３％)为重复问诊ꎬ且重

复问诊者中ꎬ４２.６６％(８３９ 人)重复次数为 ３ 次及以上ꎬ这
表明“重复问诊”是眼科患者线上问诊的一个重要特征ꎮ
线下就诊模式下ꎬ患者在单次就诊过程中ꎬ也存在遗留未

解决的疑问ꎮ 但是线下就诊受时间成本、号源的影响ꎬ患
者可能放弃再次咨询、就诊ꎮ 而在线上问诊模式中ꎬ咨询

时间自由、场地不受限制、号源充足ꎬ医疗资源的可及性极

大提高ꎬ患者短时间内的重复问诊的需求体现更明显ꎮ 这

一特征不仅在眼科ꎬ在其它疾病也可能具有类似表现ꎮ
３.３线上问诊以旧病复诊为主ꎬ而新发不适者较少 　 单

次、重复问诊患者中均以旧病复诊为主要目的ꎬ而新发不

适者较少ꎮ 提示对于诊断未明的、新近出现的眼部不适ꎬ
在就诊模式上患者可能仍然更倾向于传统的线下就诊

模式ꎮ
可能的原因在于目前线上“专家问诊”时ꎬ医生可利

用的检查资料较少ꎬ局限于患者的旧病历、已经做好的检

查ꎬ和自行拍摄的眼部图片ꎬ而无法针对性的在线进行远

程实时检查ꎮ 这使医生无法根据病情实时开出并获得相

应的检查结果ꎬ降低了对病情评估判断的能力ꎬ继而使新

发不适的患者在线上问诊过程中ꎬ在目前的条件和资源

下ꎬ难以获得满意的诊疗效果ꎮ 社区检查平台结合人工

智能技术有望提高互联网医疗对新发不适患者的诊疗

能力ꎮ
为提高互联网医疗对新发不适患者的诊疗能力ꎬ应进

一步完善“互联网＋医疗健康”的支撑体系ꎬ包括建立基于
社区的医疗检查平台ꎬ并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实
现不同层级医院的医疗信息网络互通共享[６]ꎮ 国家卫健

委在远程医疗工作方案及后续的文件、工作中ꎬ也先后提
出了对互联网医疗服务建设的不同层次的要求ꎬ指出要在
继续扩大远程医疗服务覆盖面的基础上ꎬ着力拓展远程医

疗服务内涵[８]ꎮ
在布局基于社区的医疗检查平台的基础上ꎬ结合人工

智能(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ꎬ ＡＩ)的应用也为眼病互联网诊
疗提供新的可能ꎮ ＡＩ 技术对于图像资料识别的优势ꎬ为
基于眼部形态、结构改变的眼病诊断带来革命性变化[９]ꎮ
中山眼科中心前期基于婴幼儿行为视频、眼前段照相、广
域眼底照相等多种影像资料研发出相应 ＡＩ 辅助眼病诊疗
系统ꎬ并在多家合作医院及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得到应

用[３ꎬ １０－１１]ꎮ 另外ꎬ中山眼科中心及国内外其它研究组已建
立了针对圆锥角膜、青光眼、白内障、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等的多种眼前、后段病变的 ＡＩ 诊断
模型[１２－１６]ꎮ 这些基于大规模图像特征学习的 ＡＩ 模型不

断完善ꎬ为建立综合眼病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提供技术支
撑ꎮ 多网点检查资料的采集、智能判读与互通ꎬ可以有效
完成眼科常见病的筛查和辅助诊断ꎬ进一步助力于互联网
医疗的诊疗能力和服务效率ꎮ
３.４病程迁延和需要长期治疗的疾病是眼科患者线上问
诊的主要病种　 与患者线上问诊主要目的为“旧病复诊”
相一致ꎬ从病种上看ꎬ线上问诊患者以眼表、青光眼 / 疑似
青光眼、眼底疾病这些病程迁延、需要长期治疗的疾病居

多ꎮ 这些病种在整个病程中需要根据病情变化ꎬ对用药等
治疗方案进行调整或续药ꎮ 线上问诊后ꎬ若无法同时解决
患者的用药需求ꎬ患者无法真正直接享受到互联网医疗带
来的红利ꎮ 因此ꎬ中山眼科中心及时建设完善了在线处方

平台和药品配送ꎬ于 ２０２０－０２－１７ 起ꎬ中山眼科中心互联
网医院新增一项服务———复诊患者(中山眼科中心有过
就诊记录的患者)可实现在线续方、药品快递到家ꎬ建立
互联网眼科诊疗的闭环服务体系ꎬ使群众真正享受到互联

网医疗带来的便利[１７]ꎮ
３.５智能问答可作为“专家问诊”的有效补充和支持　 “专
家问诊”线上服务的患者中ꎬ“术后短期复诊” 即 ３ｍｏ 内
接受过眼科手术的患者也占相当大一部分 (单次组:
８ ４９％ꎬ重复组:１３.５％)ꎬ且这类患者倾向于重复且多次
的问诊ꎮ 这说明术后短期的患者非常关注与手术相关的

治疗、护理等问题ꎮ
这一大类与手术后早期相关的问题ꎬ在包括眼科在内

的各个侧重手术治疗的科室ꎬ实际上已经形成相对成熟的
宣教、指引流程ꎮ 因此ꎬ这类具有“标准化答案”的问题的

解答ꎬ可借助智能问答机器人ꎬ依据患者填写的病种或眼
科亚专科设置提问关键词ꎬ自动提供相应答案ꎮ 智能问答
不依赖于医生ꎬ可实现全天 ２４ｈ 服务ꎬ有望更有效地满足
了民众了解术后治疗、护理细节的需求ꎮ

本研究的优势在于首次对眼病线上问诊患者的就诊
模式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ꎬ从问诊次数、就诊目
的、疾病类型与患病种类四个方面揭示了线上问诊患者的
就诊特征ꎮ 局限性在于时间跨度较短ꎬ且疫情期间线下就

１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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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与非疫情期存在明显不同ꎬ本研究得到的结论是否具有
普遍性ꎬ需要进一步的验证ꎮ

我们的研究显示ꎬ新冠疫情期间ꎬ互联网医疗是为群
众提供眼病服务的有效模式ꎮ 眼科患者线上就诊的疾病
种类、就诊目的与所患眼病数量均影响患者是否重复问诊
及问诊次数ꎬ应根据患者的就诊需求与模式调整眼科不同
亚专科线上接诊医生的数量与排班ꎮ 互联网医疗的软、硬
件配套的完善ꎬ包括 ＡＩ 技术的应用、检查平台的建设等ꎬ
有望进一步提高互联网医疗对眼病的诊疗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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