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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健康管理的用户需求、概念，提出健康管理系统的设计理念，开发集健康登记、医学体检、
健康评估、运动及理疗、定时随访等于一体的综合性健康管理服务平台，重点阐述该系统的体系结构和主

要功能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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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在我国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人们的物质

生活日益丰富，生活工作方式也随之发生较大变

化，各种慢性疾病威胁着人们的健康，国际卫生组

织展开的一项全球性调查显示：真正健康的人群仅

占５％，各种疾病人群占２０％，另外有７５％的人群

处于亚健康状态，物质生活条件已不再是人们生存

的第一需要，人们越来越重视身体和心理健康［１］，

人民群众的就医观念已逐渐由患病后被动就医向主

动预防保健改变［２］。以往的医疗模式已经不能完全

满足人民群众对医疗健康服务的需求，医学模式也

需要随之转变，健康管理的概念应运而生。其核心

是指一种对个人或人群的健康危险因素进行全面管

理的过程，其宗旨是调动个人及集体的积极性，有

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来达到最大的健康效果［３］。信

息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健康管理的进步，集成

型健康管理系统就是通过信息化技术，研究健康管

理信息的获取、传输、处理和反馈，实现区域一体

化协同医疗健康服务［４］。

健康管理系统是专门为日照市中医医院和加拿

大七橡树医院合作成立、中加国际健康管理中心共

同打造，集健康登记、医学体检、健康评估、运动

及理疗、定时随访等于一体的综合性健康管理服务

平台，由专业的健康管理师对参与健康管理的会员

提供一对一咨询指导和跟踪辅导服务，使客户从社

会、心理、环境、营养、运动等多个角度得到全面

的健康维护和保障服务［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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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健康管理系统体系结构

本健康管理系统是一个集成平台，与医院现有

医疗信息服务资源进行整合，健康管理系统的自身

设计采用业界领先的组件化建模、工作流、用户端

配置组装等高级软件技术，对于未来应用扩展拥有

较大空间，具备以下几个特点：（１）采用 Ｊ２ＥＥ架
构，支持通过ＸＭＬ、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等各种方式与其他
信息应用和管理系统交换信息和应用集成，可集成

手机短信和各种无线应用。（２）支持 Ｍｙｓｑｌ、Ｏｒａ
ｃｌｅ、ＳＱＬＳｅｒｖｅｒ等大型数据库，系统具有跨平台特
性［６］，支持ＷＩＮＤＯＷＳ／ＬＩＮＵＸ／ＵＮＩＸ系统。（３）支
持分布式产品应用，满足分层、分块管理的需要，

各组织间可以有效交换信息，将其他健康系统或设

备的异构数据进行合理应用与妥善管理［７］，是系统

设计的关键。系统集成拓扑，见图１。（４）采用基
于ＪＡＶＡ技术的多层结构，完全的 Ｂ／Ｓ结构。系统
分为 ４层结构，分别是：Ｗｅｂ访问层、业务服务
层、数据服务层和基础网络层，其中Ｗｅｂ访问层由
Ｗｅｂ服务器提供服务支持，客户端通过浏览器进行
健康管理的业务操作和数据查询等；业务服务层实

现Ｗｅｂ访问层和数据服务层的交互；数据服务层提
供系统的数据存储、查询、插入、更新等管理服

务；基础网络层提供网络软硬件支持。

图１　健康管理系统体系结构

３　功能设计

３１　概述

为简少前台的工作量，把常用的功能整合成快

捷方式，提高前台的工作效率。前台主要集成的工

作快捷菜单是：会员信息、当前在场会员、会员查

询、新办会员、会员充值、会员补卡、会员筛选、

收银日报、排课管理、看护预约、交接、会员入

场、会员出场、ＶＩＰ客房、预约登记等。

３２　会员管理子系统

会员凭会员卡可以完成前台缴存、消费查询、

预约等事宜，系统自动在前台显示近期内将要过期

或者已经过期但是在限定的日期内的会员，方便工

作人员及时通知会员，见图２。会员卡使用射频识
别技术 （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ＦＩＤ），内
含唯一的电子代码。ＲＦＩＤ技术是一种自动识别技
术，可以通过无线电讯号识别特定目标并读写相关

数据，而无需识别系统与特定目标之间建立机械或

者光学接触，健康管理中心服务区内部署有 ＲＦＩＤ
读写器，当会员进入会场时，读写器读卡并指定储

物柜号。前台的下方会显示当前在场的所有会员，

可进行区域定位。方便中心随时统计在场的会员数

量并及时跟踪。当会员离开会场时，自动读卡，会

员状态改为离场，前台人员同时根据显示信息回收

储物柜手环。如果教练没有录入会员的运动记录，

前台可以在会员离场时记录会员的运动信息，方便

后续追踪和健康干预。

图２　会员管理系统功能结构

３３　课程管理子系统

健康管理中心开展游泳、瑜伽、太极、舞蹈等

各类强身健体技能训练，课程管理子系统主要包括

课程类别设置、课程设置、课程场所管理、课程套

餐管理、排课管理等功能，根据课程安排，生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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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课程表、教练日程安排表等。其中课程设置主要

是设置课程名称、时长、价格、课程内容等，通过

课程套餐管理满足会员的多种需要，课程场所管理

主要是完成场所使用状态的管理，以便更好地进行

课程安排，通过课程、场所以及教练的管理，最终

生成会员课程表和教练日程安排表。

３４　体检子系统

该子系统充分利用医院已有的软硬件资源，实

现健康管理中心与医院体检系统的数据交互。体检

子系统自身功能主要有：体检项目设置、体检组合

项目设置、体检套餐设置、体检医生诊台、总检医

生诊台、体检报告打印等功能，健康管理系统体检

子系统主要实现体检登记、常规检查项目设置及结

果录入、报告打印等，同时，在医院的体检系统和

检验信息系统已经完成接口并顺利进行检验项目信

息和结果信息返回的基础上，健康管理中心通过专

线与医院内网连接，实现健康管理系统与医院体检

系统集成，在健康管理系统中设置完成会员体检的

检验项目后，医院体检系统定时自动读取会员信息

及检验项目信息，健康管理中心完成样本采集和检

验项目条码的打印，样本送至医院，在检验信息系

统中扫码检验，检验结果完成后，通过接口将结果

传输至体检系统，健康管理系统通过接口获取医院

体检系统反馈的结果，与其他检查结果进行汇总，

由总检医生完成总检，出具体体检报告。数据传输

流程，见图３，体检报告将作为下一步健康评估的
依据。

图３　体检子系统流程

３５　健康评估子系统

健康评估是健康管理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通过收集、跟踪与个人身体健康状况有关的各种信

息，然后利用已有的预测模型预测参与者的健康状

况以及未来发展趋势，从而使参与者了解是否存在

发生某些慢性病的危险性，根据可能存在的健康危

险性，为参与者提供改善健康状况的方法，以便降

低慢性病发生的风险。该子系统包括调查问卷、打

印指引单、体检、评估、开具处方等，评估项目主

要包括人体成分、生命体征、体能测试、心血管风

险评估等。评估流程，见图４。调查问卷包括健康
调查问卷和营养调查问卷。系统与人体体质检测仪

工作站通过网络实现互联互通，可自动获取人体成

分数据。体能测试包含腰围、握力、俯卧撑、坐位

体前屈、单腿站立、单车等，通过综合分析形成最

终的健康评估报告。心血管风险评估主要通过血液

检查结果的审查，完成弗雷明汉风险评估，结果用

于评估会员心血管疾病和代谢综合征的风险。根据

评估报告，健康顾问为会员开具运动处方指导运动

锻炼，开具营养处方指导饮食调理，开具理疗与干

预处方询问会员是否需要进行理疗、干预和需要哪

些项目。健康顾问对会员日常在中心的锻炼、理疗

情况进行追踪，及时做出运动和理疗、干预等方面

的调整。

图４　健康评估子系统流程

３６　中医理疗子系统

包括理疗设置、理疗消费、理疗预约管理和

医师理疗等功能，在进行中医理疗之前，需要先

对理疗分类、项目、价格进行数据设置。会员进

行理疗消费时需在前台进行登记，登记时选择此

次进行的理疗项目，进行金额结算。针对会员通

过电话、邮件等模式进行的中医理疗，可直观展

示会员预约的时间等信息。会员进行理疗之前，

理疗医师需要将会员的卡号输入系统，选择此次

进行理疗的医师并查询，左侧中医理疗项目树会

显示会员选择的未进行理疗的项目。当会员理疗

完成之后，医师可对此次的理疗情况进行医师备

注记录并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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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干预子系统

进行干预之前，需要先在前台对干预分类、项

目、价格进行数据设置，干预消费登记，登记时选

择该次的干预项目，同时金额结算。干预预约针对

会员通过电话、邮件等模式进行的干预理疗，可直

观展示会员预约的时间等信息。进行干预之前，干

预医师需要将会员的卡号输入系统，选择此次进行

干预的医师，进行查询，干预项目树显示会员选择

的未进行干预的项目。当干预完成之后，会员确认

此次的干预治疗。

３８　随访子系统

健康管理系统集成医院随访系统，实现了会员

随访排期，体检结果、健康评估、运动理疗情况等

的查询，能够通过电话、短信平台、Ｅ－ｍａｉｌ等方
式进行定期跟踪随访，记录随访信息，见图５。该
管理系统还有其他一些辅助子系统，如牙科管理、

儿童看护、进销存管理、各种报表统计等。实现一

个环形的循环服务过程，主要包括健康信息收集、

健康评估、健康干预、健康追踪，通过这４个环节
不断循环运行，以减少或降低影响人体健康的危险

因素。

图５　随访信息

４　结语

系统提供方便的与其他基于 Ｉｎｔｒａｎｅｔ技术应用
系统集成的接口，可以与原有系统的数据库应用或

其他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实时数据交换，充分利用已

有投资，形成统一的健康信息管理系统。该系统将

软件技术、数据库技术和网络技术应用于健康管理

的业务流程中，实现管理控制、事务处理、浏览查

询等健康管理的无纸化。系统功能强大、通用性

强、界面友好、操作简便、功能实用，坚持安全

性、兼容性、先进性、连贯性、易操作性、易维护

性、易扩展性、易升级性的原则，以资源共享、减

少投资成本的指导思想设计开发，数据的管理集中

化、存储安全化，能够提高健康管理中心的现代化管

理水平和竞争实力，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助力医疗服务

由单一的医疗型向医疗－预防－保健－康复型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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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韦明娟．基层医院如何开展健康管理 ［Ｊ］．中国卫生质

量管理，２０１２，１９（６）：１０５－１０６．

６　叶佐武，裘维焰，张耀锋，等．基于 Ｊ２ＥＥ技术的出院

后健康管理服务体系的设计与实践 ［Ｊ］．中国医院，

２０１４，１８（６）：６８－７０．

７　苏航，刘欣悦，郭载勋，等．高校健康管理信息系统的分

析与设计 ［Ｊ］．中国医学装备，２０１４，１１（７）：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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