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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建设基于移动平台协同管理的孕产妇保健系统，介绍该系统整体设计思路、开发技术、功能模
块，指出该系统有助于降低孕产妇自我管理难度，提高其满意度，加强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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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 《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推广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经

验的若干意见》指出要改善群众的就医体验。信息

技术的快速发展改变着人们传统的生活方式［１］，在

医疗行业远程医疗、在线医疗等就诊方式的出现能

够方便群众就医。随着我国二孩政策的放开出现生

育高峰，对孕产妇健康进行合理的管理能有效降低

生育为其带来的风险，提高胎儿存活率。目前我国

对孕产妇的健康管理主要是依据纸质保健手册来进

行定期产前检查、健康宣教等，该方式较为传统，

健康宣教的次数有限、内容更新慢、孕产妇与医护

人员交流较少，不能满足当前孕产妇的需求［２］。

２　系统总体设计

２１　概述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推动孕产妇健康服务管理不

断向前发展，通过孕产妇保健系统建设能够增强孕

产妇与医护人员之间的交流［３］。该系统的设计涉及

卫生管理、信息技术等知识，通过区域医疗协同能

够实现资源有效利用［４］。根据工作需要对系统功能

实现个性化管理。孕产妇用例，见图１。医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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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例，见图２。

图１　孕产妇保健系统孕产妇用例

图２　孕产妇保健系统医护人员用例

２２　系统架构

采用浏览器／服务器 （Ｂｒｏｗｓｅｒ／Ｓｅｒｖｅｒ，Ｂ／Ｓ）

结构，在手机、电脑等智能设备上通过打开浏览器

的方式进入管理系统进行相关内容操作，也可在智

能手机界面创建类似ＡＰＰ图标的快捷方式。系统升

级维护时只需由服务器端专人解决［５］，无需在手机

端操作，方便用户使用。

２３　相关技术

系统主要采用 ＨＴＭＬ５语言、ｊＱｕｅｒｙＭｏｂｉｌｅ跨

平台移动开发框架、ＰＨＰ语言、ＭｙＳＱＬ数据库等，

实现系统开发一次可在 Ａｎｄｒｏｉｄ、ＩＯＳ、Ｗｉｎｄｏｗｓ

Ｐｈｏｎｅ等不同操作系统运行，降低研发成本以及后

期维护工作量。

２４　大数据分析技术

采用大数据分析技术，通过分析系统中存储的

大数据以发现用户之间潜在关联，提供辅助决

策［６］。数据挖掘技术能够精准分析孕产妇体征，协

同过滤算法对数据进行计算，实现远程监护、健康

宣教等个性化管理方式，提高卫生服务管理水

平［７－８］，使得管理更具有针对性。

３　功能模块

３１　个性化健康教育

３１１　孕妇孕周　根据孕周不同提供孕妇孕期个

人卫生、膳食、心理、运动、自我监护、母乳喂

养、分娩准备等相关知识。

３１２　孕妇年龄　孕妇年龄 ＜３５周岁为普通孕

妇，推荐常规产检，如唐氏筛查；孕妇年龄≥３５周

岁为高龄产妇，推荐高危人群关注知识及产检内

容，如无创基因筛查、羊水穿刺、染色体检查。

３１３　是否有妊娠期合并症　根据孕产妇具体症

状相应推荐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相关知识等。

３１４　既往不良孕产史　推荐不良孕产史相关健

康知识和高危产科门诊，如曾经生育过唐氏儿的孕

妇再次妊娠需进行羊水穿刺、染色体检查。

３１５　产妇产褥期　提供产褥期个人卫生、心理、

营养、母乳喂养、新生儿护理与喂养等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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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６　综合内容分类推荐　利用协同过滤算法对

孕产妇所关注的内容进行个性化推荐。产妇产褥期

各项内容关注情况，见表１。预测产妇 Ｆ对 “新生

儿喂养”内容是否关注。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在推荐算

法中用于预测相似用户，通过计算发现产妇 Ｆ与产

妇Ｃ的行为相似度较高，产妇 Ｃ关注新生儿喂养，

那么将新生儿喂养相关知识内容推荐给产妇 Ｆ，实

现个性化健康教育。

表１　产妇产褥期各项内容关注情况

产妇
个人

卫生
心理 营养

母乳

喂养

新生儿

护理

新生

儿喂养

Ａ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Ｂ ０ １ １ ０ １ ０

Ｃ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Ｄ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Ｅ １ ０ １ ０ １ １

Ｆ １ １ ０ １ １ ？

注：０表示不关注，１表示关注，？表示对上述结果的推测。

３２　体征参数管理

主要包括孕妇孕周、体重、宫高、腹围、胎心

率、血压、彩超、心电图、唐氏筛查、尿检及血

检、高危评分及因素等。利用系统保存数据，以便

在后期检查时利用手机查看检查内容，该方式不易

丢失以往就诊记录，给孕产妇带来极大便利。

３３　孕产妇与医护人员互动

通过平台互动能够缩短孕产妇与医护人员之间的

距离，不断交流及时发现孕产妇需求，对提出的问题

及时答复、帮助和指导，减轻孕产妇不必要的忧虑。

３４　信息采集

通过采集孕妇信息可以初步了解其基本情况，

包括月经史、孕产史、既往史、家族史、个人史、

妇科手术史、末次月经、预产期等，有助于医生对

孕妇情况进行初步诊断。

３５　智能提醒

通过数据挖掘技术对孕产妇进行个性化提醒，

主要包括孕期饮食、产检时间、产检须知、胎教知

识、注意事项等内容，实现提醒功能的智能化。基

于大数据分析的智能提醒，见图３。

图３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智能提醒

３６　孕产妇信息查询

医护人员可查看孕产妇基本情况，能够及时对

孕产妇进行监督，提高医生诊断质量［９］。

３７　医生信息查询

通过查询医生信息发现医生擅长诊治方向，以

便根据自身情况合理就医。如孕妇产前检查提示存

在胎儿畸形可能则需到产前诊断门诊就诊，可选择

相关医生进一步检查。

３８　应用效果

该系统的使用能够满足广大孕产妇的需求，

方便其在家与医护人员进行交流，咨询专业问

题，快速解决遇到的困难。同时系统能够为每位

孕产妇自动推荐相关健康知识，实现个性化健康

宣教。

４　结语

孕产妇的健康管理需要孕产妇、家庭、医护人

员的共同努力，相比于传统方式使用纸质保健手册

登记个人信息，到达规定时间来进行产检，该管理

系统对孕产妇情况进行实时动态的管理并根据实际

情况进行可行的指导，使孕产妇健康得到有效管

理，优化孕产妇的使用体验［１０］。随着计算机技术的

快速发展，孕产妇对健康管理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通过系统的协同管理能够方便医护人员对孕产

妇的整个健康过程有更加深入、全面的了解，提高

诊断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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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蔺方舟．远程教育康复平台的研究与设计 ［Ｄ］．北京：

北京邮电大学，２０１５．

１８　陆小锋，裴栋彬，贾杰，等．脑卒中患者康复治疗远程

智能监测平台的设计 ［Ｊ］．中国康复医学杂志，２０１５，

３０（１０）：１０４９－１０５２．

（上接第２９页）
高医院工作效率，缩短平均住院日，降低患者社会医

疗成本［５］。运用多维度分析运算系统向患者提供更

精确的预约检查时间，在缩短患者候诊时间的同时进

一步提升患者满意度，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为患者带

来更好的就医体验，助推医院成为服务最佳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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