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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究互联网时代5G + VR探视模式在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的应用。方法：选取2022年10月~2023
年10月在我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NICU)就诊的新生儿100例作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两组，每组50
例新生儿，一组为实验组，新生儿患者应用5G + VR探视模式，另一组为对照组，采用普通的探视模式。

每月统计患儿家属满意度及护士工作满意度，并对两组进行比较。结果：入院时，两组患者的家属满意

度及护士工作满意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出院时，实验组患者的家属满意度及护士工作满

意度均高于对照组(P < 0.05)。结论：采用5G + VR探视模式为新生儿探视提供了新的途径，在一定程度

上满足了新生儿科家属探视需求，避免交叉感染，降低了人力资源成本，为患者和医院带来了一定的社

会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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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5G + VR visiting mode in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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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 era. Method: 100 newborns who visited the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 (NICU) of our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22 to October 2023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with 50 newborns in each group. One group was the experi-
mental group, and neonatal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5G + VR visitation mode, while the other 
group was the control group, treated with ordinary visitation mode. Family satisfaction and 
nurses’ job satisfaction of the children were measured monthly, and the two groups were com-
pared. Result: At the time of admission,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 0.05) 
in the satisfaction levels of family members and nurs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How-
ever, at discharge, the satisfaction levels of family members and nurse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The adoption of 5G + VR visita-
tion mode provides a new approach for neonatal visitation, which to some extent meets the visita-
tion needs of family members in neonatology, avoids cross infection, reduces human resource 
costs, and brings certain soci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to patients and hospit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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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生儿由于刚出生免疫系统和器官发育不完善，抵抗力低下，容易受到外界病毒和细菌的侵害，属

于医院感染的高危人群，而在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NICU)是医院感染监控的重点科室。据国外有关报

道称，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感染病菌的概率为 5%~18%，感染率较高，一般情况下严格限制新生儿家

属的探视和陪护[1] [2]。这是因为患儿家属缺乏基本的医疗卫生常识，在探视中容易引发病毒的交叉感染，

会导致新生儿引发感染病毒的疾病。因此加强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科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能够有效降

低新生儿被感染的概率。在互联网 5G 时代的发展下，智能便捷的信息化技术与手段已经改变了人们传

统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当前 5G 时代、AI 智能化技术的到来，深入各行各业中，为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带

来多样化和丰富化的社会生活。其中智慧医疗就是 5G 技术发展的重要应用之一，对网络的能力有严格

的要求，为了更好地满足新生儿患儿家属的探视需求，在对限制性探视的基础上可以进行适当的变革，

对限制性探视策略进行有益的补充[3]。在互联网时代，5G + VR 技术可以为新生儿患者及其家属提供高

清、全方位、沉浸式的远程探视服务，不仅为患儿及家属提供了家属的温暖，同时还能有效切断病毒感

染的传播途径，避免了交叉感染。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选取2022年10月-2023年10月在我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NICU)住院的新生儿100例作为研究对象，

将其随机分为两组，每组 50 例新生儿。其中，实验组新生儿男性为 27 例，女性为 23 例，新生儿家属

年龄集中在 25~35 岁之间。而对照组新生儿男性为 24 例，女性为 26 例，新生儿家属年龄集中在 24~36
岁之间。纳入标准为① 住院时间 ≥ 2 d；② 对患儿负有照顾责任，系患儿直系亲属；③ 患儿父母年龄 ≥ 
18 岁，具有阅读、书写及沟通能力，无智力障碍或精神疾患；④ 告知患儿父母知情同意，愿意参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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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研究。排除标准为① 患儿住院时间 < 2 d，或研究期间纳入对象中断治疗等意外情况；② 患儿父母精

神障碍或无法沟通；③ 研究期间二次入院的患儿家长；④ 不愿参与本研究者。 

2.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探视，继续采取现存探视方式，仅在病情需要时偶有现场探视，基本不探视，医护

电话告知病情及出院。实验组干预措施为 1) 应用 5G + VR 探视系统，与医院系统对接。2) 医护 Web 端

包括：医院管理、科室管理、排班管理、订单管理、设备管理、账户管理、角色管理以及菜单管理。3) 患
儿家属端：针对个人用户，利用 5G + VR 直播探视，为用户提供预约探视、探视直播、探视回看等功能。

4) 信息科发布 5G + VR 探视系统操作培训，按区域负责制专人下科室指导。5) 5G + VR 探视系统自动在

患儿住院第二天推送语音短信，提醒患儿家属第二天完成探视预约。6) 科室设立专职随访人员：2 次语

音短信推送后均未收到回复的，系统显示异常，则专职随访人员用一键外呼功能人员进行咨询是否需要

探视及探视系统帮助使用。7) 每月统计出院患者随访率：系统自动统计随访业务结果数据，支持按科室、

按问卷统计、按随访人员统计对应的随访量、随访率、失访率，统计数据以 Excel 格式文档形式导出。

8) 每月统计患儿家属满意度及护士工作满意度：系统设置满意度及护士工作满意度问卷调查，每月自动

统计结果数据，支持按科室、按问卷统计，统计数据以 Excel 格式文档形式导出。9) 总结应用 5G + VR
探视系统优化探视流程，进行持续质量改进，不断提高 5G + VR 探视率、提高患儿家属满意度及护士工

作满意度。 

2.3. 观察指标 

入院时，采用问卷调查法调查两组患者的家属满意度及护士工作满意度，并统计两组患儿家属入院

时及出院时的家属满意度和护士工作满意度。此问卷内容主要分为满意、较满意和不满意三个等级，满

意度评价计算公式为 = [(满意例数 + 较满意例数)/总的调查人数] × 100%。 

2.4. 统计学方法 

数据以均数 ± 标准差( x s± )表示，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1) 入院时，两组患者的家属满意度及护士工作满意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2) 出院时，实验组患者的家属满意度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1。 
3) 出院时，实验组护士工作满意度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2。 
 

Table 1. Satisfaction survey form for two groups of newborn family members 
表 1. 两组新生儿家属满意度调查表 

组别 例数 满意 较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实验组 50 35 10 5 90% 
对照组 50 20 15 15 70% 

 
Table 2. Job satisfaction survey form for two groups of newborn nurses 
表 2. 两组新生儿护士工作满意度调查表 

组别 例数 满意 较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实验组 50 30 15 5 90% 

对照组 50 25 5 2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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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 互联网时代 5G + VR 技术模式的应用 

互联网时代的发展背景下，5G 时代的到来真正地促进了我国各行各业的发展，尤其是在智慧医疗体

系的建设方面，应用“互联网 + 医疗”的模式成立了便民服务中心，某些地区已经开展了智慧医疗体系

的建设，对传统的就医模式进行颠覆性的流程再造，有效解决普通百姓在就医方面存在的难题，而智慧

医疗服务体系首先是要以患者为中心全生命周期的医疗服务体系，目前已经有地区建立了首家互联网医

院，实现了网上诊疗、送药到家，让居民享受足不出户就能体验到的优质、高效、便捷、贴心的医疗健

康服务[4]。从 5G 技术研发及应用以来，各种“看病不求人”的举措纷纷落实，彻底改变了患者的就医

体验，一直以来，很多人都会面临就医困难，不熟悉医院地形图、不熟悉医院科室分布，不懂得就医流

程等等，其中不乏很多年轻人不懂得就医流程，那么对于经常需要看病治疗的老年人来说更加难上加难，

尤其是在疫情封控期间，人们被封控在家不能出门，更增加了居民的就医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难题，5G
技术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同时还开发了 5G + VR 探视技术模式，在医院重症医学科、新生儿科、感染

病房等都得到了有效应用[5]，5G + VR 技术不同于传统的视频技术，该项技术视觉广泛、传播速度快、

图像清晰，戴上后仿佛有身临其境的感觉[6]。新生儿患者家属可以提前预约，语音连线与医生进行沟通，

同时还可以与医生进行病例咨询，进一步加强医患之间的沟通，让医患交流更加便捷。当前，智慧医疗

体系建设中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开通多渠道、分时段精准预约，就诊期间医保结算，移

动支付，智慧药房等多个服务模式。在试运营期间，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应用 5G 技术可以实

现患者身份的自动采集、患者的电子流调、核酸采集登记、线上问诊等等一系列系统应用模式的研发，

再次展示了 5G 智能技术的优势与力量[7]。 

4.2. 5G + VR 探视技术应用的优势 

在临床中，为了降低感染风险，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一般采取无陪护的管理模式，通常情况下只在

每周四个固定时间内为新生儿患儿家属进行病情解答，让更多家属了解新生儿患儿的病情及恢复状态，

但家长也只能通过医生和护士的介绍了解新生儿的情况，不能够实时见面，在一定程度上引起患者家属

的紧张感。研究表明，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无陪护的患儿家属紧张焦虑感非常严重，且新生儿重症监护室

本身要比其他病床和科室花费的成本较高，对家庭的经济条件要求非常高，很多家长无法陪护新生儿患

儿，因此对无法探视存在很大的疑问和顾虑。新生儿患儿的探视需求，是新生儿重症监护室长期存在的

未能解决的问题，而 5G + VR 技术的出现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8]，是信息技术和医疗技术结合的深

度应用，该技术的应用可以实现零接触隔离探视，相比较于传统的探视模式，可以很大地提升医护效率，

同时也降低了新生儿患儿被感染交叉的风险，极大地提升了新生儿患儿家属的探视体验，有效缓解了新

生儿家属的紧张焦虑感，避免婴儿的二次感染风险，为良好的医患关系建立了沟通的桥梁。新生儿患儿

家属在互联网时代可以通过新生儿科室进行 VR 探视预约，医护人员对其进行操作方法指导。经过同意

使用后，患儿家属头戴 VR 眼镜或使用手机 App 启用 VR 探视应用程序，不用进入病房即可探视，观察

新生儿的身体健康状态，甚至可以看到新生儿的细微表情。互联网+模式的出现，可以实现通过 App 的

使用定期给患者家属发送短信进行干预，共同探究新型健康教育模式的效果，有利于为家属开展多种模

式的健康教育，开展良好的医患沟通工作[9]。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安装 360˚全景摄像头并搭建 5G 远程

探视系统，房间外的患者家属可以通过 VR 眼镜实时观察到病房内的状况，并犹如置身其中。VR 探视与

视频交互类业务以及视频直播类似，在 VR 相机捕捉到房间内指定区域内的场景影像并将影像数据实时

传送到 VR 直播平台，用户通过终端的 VR 眼镜或者手机 App 从平台获取数据并进行观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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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VR 视频探视的可靠性 

新生儿患儿在入住重症监护室后，患儿家属想要通过 VR 探视的模式观察新生儿状态，在进入病房

后，家长必须输入住院号以及自己设置的登录密码、电话号码后才可以进入 VR 探视网页观看到患儿的

有关视频，系统将会可靠地保证新生儿的隐私不会受到外界的侵扰。新生儿患儿在住院期间要有良好的

私密性，防止有人突然闯入或者身份证明信息等丢失。而 VR 视频探视模式是通过 VR 眼镜以及手机 App
等形式进入网页病房内的实景监控室中，这种无接触的探视模式可以最大有效地保护新生儿患儿避免外

界病毒的侵扰。同时也避免了医护人员向家长反复解释新生儿的身体状况，减少了医护人员的工作量，

缓解家长紧张焦虑的负面情绪[11]。 

4.4. VR 视频探视的便利性 

利用互联网无线网络的可覆盖性，无论家长身处何方，都可以随时随地观察到新生儿的状态，这是

传统探视无法共享的原因，传统探视模式下，家属必须隔着新生儿监护病房，隔着病房才能观察到新生

儿的状态，且隔着病房玻璃无法近距离观察。而利用互联网 VR 视频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只要家

长处于网络覆盖区域，患儿家属尤其是身处于正在坐月子的母亲，又或者是身处外地的亲朋好友都可以

通过手机网络终端观察到新生儿的状态，这也是利用了互联网的便利性。在传统探视模式中，新生儿家

长为了能够时时刻刻看到病房中的新生儿，不得已在医院附近住酒店或者租房，其中会产生高额的成本，

同时由于刚生产的母亲无法立刻下床走动，无法观察到、抚摸到新生儿，很多母亲因此会非常焦虑，紧

张，这对于刚生产过的母体恢复是非常不利的。因而，为了缓解母体及患儿家属的紧张焦虑感，院方可

以通过互联网+的模式，在新生儿病房内安装高清摄像头，这样患儿家属及母亲就可以通过手机 App 终

端时时刻刻观察到新生儿的状况。 

4.5. VR 视频探视的先进性 

网络视频探视是互联网 + 5G 技术的延伸，是建设智慧医疗体系应用的基础信息技术之一，实施网

络视频探视，应用互联网技术的新科技，创立医院网上探视功能，有效地将信息技术与医院服务相结合

[12] [13]。互联网 5G 技术的出现改善了人们生活的便利程度，从根本上颠覆了人们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

给传统行业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同时也促进了很多新兴行业的产生。现代化医院管理要把管理严格化和

人性化的管理理念共同贯彻于日常管理中，这两种管理理念并不冲突，在注重医院管理的同时要让患者

得到满意的治疗和服务，还要充分考虑到新生儿家属及亲朋好友的焦虑心情。现代医疗服务的对象是患

者，医疗服务质量的高低要通过患者满意度来体现，当前医疗服务水平有待提高，得益于医院各方面工

作的不断完善与改进，虽然已经普及了互联网 5G 技术，但在医院管理模式中很多地区仍然采用最传统

的医疗服务模式，那么对于当前很多享受互联网技术便利的人来说，医院当前的管理模式还是存在很多

不足。 
本次探究中开展的 5G + VR 技术探视模式，出院时实验组患者的家属满意度及护士工作满意度均高

于对照组(P < 0.05)。改变了新生儿重症监护室以往封闭治疗的探视模式，改善了因封闭治疗而带来的各

种医患矛盾，满足重症患儿家属无法时时陪护在身旁的心理需求，家长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直观地观察

到新生儿目前的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根本性地解决了医患矛盾产生的原因，通过视频手段也可以直观

地看到新生儿疾病治疗、护士护理、转归的全过程，也可以看到医护人员对新生儿的精心照料，这样可

以有效的避免的医患矛盾的发生，增加了彼此之间的信任，缓解或者减轻了患儿家属焦虑紧张的心情，

化解了许多潜在的矛盾与压力，让家属感受到医院充满人性化关爱和亲情化的医疗服务模式[14]。 
综上所述，互联网+时代 5G + VR 探视模式，为新生儿探视提供了新的途径，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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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科家属探视需求，避免交叉感染，降低了人力资源成本，促进医患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提高了医

院的服务水平，为患者和医院带来了一定的社会经济效益，在今后的重症监护室中都可以应用该项探视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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